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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我国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 

——机械行业周报（01.3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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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202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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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国挖掘机销量下降

23.8%》            2023.01.16 

 

行业评级：增持 

近十二个月行业表现 

 

%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相对收益 3.3  -6.6  8.5  

绝对收益 7.7  3.3  -0.7  

注：相对收益与沪深 300 相比 

 

分析师：轩鹏程 

证书编号：S0500521070003 

Tel：(8621) 50295321 

Email：xuanpc@xcsc.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88号

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0楼 
 

核心要点： 

❑ 上周机械设备上涨 3.1%，跑赢大盘 4.1 个百分点 

上周，机械设备行业上涨 3.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4.1 个百分点。机械

行业中表现较好的细分板块包括锂电专用设备（6.4%）、机床工具（6.1%）、

仪器仪表（5.9%）、激光设备（5.3%）、其他自动化设备（5.0%）。 

❑ 1 月我国制造业 PMI 为 50.1%，重回扩张区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月我国制造业 PMI 为 50.1%，较前值上升 4.1pct；

PMI 新订单为 50.9%，较前值上升 7.0pct；PMI 产成品库存为 47.2%，较前值

0.6pct。随着国内感染高峰结束，叠加假期因素，1 月我国制造业景气度快速

回升。海外方面，1 月美国 ISM 制造业 PMI 为 47.4%，较前值下降 1.0pct，

持续下降且已连续 3 个月低于荣枯线。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1%，

较前值回升 0.4pct，但仍连续 5 个月低于 50%荣枯线。 

❑ 2022 年全年我国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3.4% 

2022 年 1-12 月，我国制造业利润总额下降 13.4%，降幅与前值持平。其

中，石油开采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长 109.8%，增速较前值下降 3.3pct；煤炭采

选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长 44.3%，增速较前值下降 2.7pct。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2022 年 1-12 月，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1%，增速较前值下降 0.2pct。

其中，石油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15.5%，增速较前值上升 3.0pct；

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24.4%，增速较前值下降 2.2pct。 

❑ 投资建议 

短期看，随着国内感染高峰结束，叠加假期因素，我国 1 月制造业 PMI

大幅回升至扩张区间，且去年四季度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速也维持平稳，反映

出制造业当前正处于筑底转复苏阶段。与此同时，去年 12 月我国企业中长

期贷款累计增长 19.8%，保持自去年 4 月以来的回升趋势，表明企业融资端

或已率先复苏，未来通用自动化行业需求有望回暖。而随着地产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行业供需有望逐渐好转，叠加基建投资维持高水平、出口增长以及

低基数等因素，今年我国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机械销量也有望维持增长。

此外，我国光伏、动力电池终端需求维持高景气，相关产业链各环节投资热

度不减，光伏设备和锂电设备相关公司业绩仍有望维持较快增长。综上，我

们维持机械行业“增持”评级。建议关注机床工具、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

锂电设备、光伏设备等细分板块。 

❑ 风险提示 

国内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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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上周，机械设备行业上涨 3.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4.1 个百分点。机械

行业中表现较好的细分板块包括锂电专用设备（6.4%）、机床工具（6.1%）、

仪器仪表（5.9%）、激光设备（5.3%）、其他自动化设备（5.0%）。 

图 1 近一周机械设备及各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23 年 2 月 3 日，机械设备行业 PE(TTM)为 32.7 倍，位于 2012

年至今 63.8%分位数。细分板块中市盈率分位数较高的包括楼宇设备（28.5

倍，81.1%）、机器人（75.4 倍，78.6%）、其他自动化设备（105.9 倍，74.0%）、

工程机械整机（28.9 倍，74.0%）、金属制品（43.1 倍，68.8%）。 

图 2 机械设备及各子板块市盈率 PE(TTM)及分位数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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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面数据 

2.1 下游宏观需求指标 

图 3 我国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 我国基建投资增速（不含电力）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5 我国商品房销售额和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6 我国房地产投资额和新开工面积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7 我国制造业利润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8 我国 PMI 和 PMI 新订单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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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我国出口金额与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0 美国制造业 PMI 和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1 我国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当月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2 我国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累计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2 大宗商品价格 

图 13 IPE 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4 IPE 和纽约天然气期货价格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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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我国钢材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6 我国动力煤价格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3 各细分行业数据 

2.3.1 工程机械 

图 17 我国挖掘机当月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8 我国挖掘机累计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9 我国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0 近五年我国挖掘机月度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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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我国装载机当月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2 我国装载机累计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3 我国汽车起重机当月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4 我国汽车起重机累计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5 我国叉车当月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6 我国叉车累计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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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锂电设备 

图 27 我国新能源汽车当月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8 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9 我国动力电池当月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30 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3.3 光伏设备 

图 31 我国当月新增光伏装机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同花顺，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32 我国累计新增光伏装机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同花顺，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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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我国光伏组件当月出口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PV Infolink，海关总署，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34 我国光伏组件累计出口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PV Infolink，海关总署，湘财证券研究所 

 

2.3.4 半导体设备 

图 35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36 我国半导体销售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37 日本半导体设备出货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38 我国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当季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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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机床工具 

图 39 我国金属切削机床当月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0 我国金属切削机床累计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1 我国金属成形机床当月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2 我国金属成形机床累计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3 日本金切机床机械订单金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4 我国机床进口金额累计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40)

(20)

0

20

40

60

80

0

2

4

6

8

10

12

10/01 11/12 13/11 15/10 17/09 19/08 21/07

产量:金属切削机床:当月值(万台)
产量:金属切削机床:当月同比

(100)

(50)

0

50

100

0

20

40

60

80

100

10/01 11/12 13/11 15/10 17/09 19/08 21/07

产量:金属切削机床:累计值(万台)
产量:金属切削机床:累计同比

(100)

(50)

0

50

100

150

0

1

2

3

4

5

6

10/01 11/12 13/11 15/10 17/09 19/08 21/07

产量:金属成形机床:当月值(万台)
产量:金属成形机床:当月同比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

10

20

30

40

10/01 11/12 13/11 15/10 17/09 19/08 21/07

产量:金属成形机床:累计值(万台)
产量:金属成形机床:累计同比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500

1000

1500

10/01 11/12 13/11 15/10 17/09 19/08 21/07

日本:机械定单:金属切削机床(亿日元)
日本:机械定单:金属切削机床:同比

(60)

(40)

(20)

0

20

40

60

0

20

40

60

80

100

20/01 20/07 21/01 21/07 22/01 22/07

进口金额:机床:累计值(亿美元)
进口金额:机床:累计同比



     

                              9 

  

  行业研究 

敬请阅读末页之重要声明 

 

2.3.6 自动化设备 

图 45 我国工业机器人当月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6 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3.7 能源及重型设备 

图 47 油气开采业利润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8 煤炭采选业利润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9 我国新接船舶订单量累计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50 我国手持船舶订单量累计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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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要闻 

1) 2023年智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 735亿，教育、物流、康养机遇火爆 

近日，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2023 年中国智能服务机器人行业市场前景

及投资研究报告》，指出 2021 年中国智能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达 467 亿元，

预计 2023 年市场规模将增至 735 亿元。其中，中国智能物流及移动机器人

解决方案的市场规模由 2017 年的 15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89 亿元，期间复合

年增长率达 56.2%，未来随着物流及仓储设施自动化的发展，智能物流及移

动机器人的需求将持续高速增长，预计 2023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88 亿元。

（资料来源：OFweek 机器人网） 

2) 数字化转型道阻且长？这 50家灯塔工厂拨开中国智能制造“迷雾” 

前不久，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最新一期“灯塔工厂”名单，在新

入选的 18 家“灯塔工厂”中，有 8 家来自中国。至此，中国共有 50 家入选

“灯塔工厂”，是世界上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这些灯塔工厂，被誉

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

示范者，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灯塔工厂”

在成功转型并实现规模化效益的过程中，为广大制造企业提供了最佳实践示

范。（资料来源：工控网） 

3) 江苏首座超大型充换电一体站投运 

由国网无锡供电公司与无锡客运集团等单位联合建成的首座超大型充换

电一体站成为交通核心枢纽与新能源汽车能源补给相结合的典型示范项目。

充换电一体站拥有 3 座 200 千瓦和 12 座 120 千瓦一机双枪直流快充桩，以

及两座 500 千瓦换电站，可同时满足 32 辆新能源车的充换电需求，日充电车

辆可达 368 车次，日换电车辆近 600 辆次。（资料来源：工程机械信息网） 

 

 

4 公司公告 

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公告（2023-01-31）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40 亿元到 46 亿元，同比下降 66.8%

到61.8%。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28亿元到34亿元，同比下降72.8%到67.0%。

公司业绩变动系行业处于下行调整期、有效开工率不足以及加大研发、经销商

帮扶力度、服务投入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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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2023-01-31）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000 万元到 4,500 万元，同比下

降 47.7%到 53.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450 万元到 3,950 万元，同比下降

49.1%到 55.5%。 

3)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2023-01-31）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500 万元到 5,200 万元，同比下降

62.7%到 74.9%；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00 万元到 750 万元，同比下降 92.9%

到 95.2%。公司业绩变动系产业周期和疫情影响，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放缓，

行业景气度降低，销售收入减少，主轴产品毛利率下降等原因。 

4)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2023-02-04）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2.3 亿元到 2.9 亿元，同比下降

30%到 4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 2.4 亿元到 2.8 亿元，同比增长-10%到

5%。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2022 年国内持续多地疫情爆发，多个城市

持续封控管理，导致部分项目招标、安装验收推迟。 

 

 

5 投资建议 

短期看，随着国内感染高峰结束，叠加假期因素，我国 1 月制造业 PMI

大幅回升至扩张区间，且去年四季度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速也维持平稳，反映出

制造业当前正处于筑底转复苏阶段。与此同时，去年 12 月我国企业中长期贷

款累计增长 19.8%，保持自去年 4 月以来的回升趋势，表明企业融资端或已率

先复苏，未来通用自动化行业需求有望回暖。而随着地产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行业供需有望逐渐好转，叠加基建投资维持高水平、出口增长以及低基数等因

素，今年我国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机械销量也有望维持增长。此外，我国光

伏、动力电池终端需求维持高景气，相关产业链各环节投资热度不减，光伏设

备和锂电设备相关公司业绩仍有望维持较快增长。综上，我们维持机械行业

“增持”评级。建议关注机床工具、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锂电设备、光伏

设备等细分板块。 

 

6 风险提示 

国内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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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证券投资评级体系（市场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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