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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解一惑系列：     

叉车国内需求改善，锂电化加速全球竞争力 
 

 2023 年 02 月 26 日 

 

➢ 本周关注：三一重工、郑煤机、安徽合力、建设机械 

➢ 叉车稳健增长，锂电化趋势确定。①叉车下游以物流为主，需求稳健增长。

物流行业是叉车主要的下游应用领域之一，其在物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是物料搬运设备中的主力军。从细分行业来看，在交通运输和仓储物流的需

求规模最大，占比约为 20.48%，其次是在电气机械和汽车行业的使用需求，占

比分别为 12.39%和 9.79%。从走势来看，我国叉车销量与社会物流总额同比波

动整体趋势一致，2020 年受益国内疫情防控的成功，加速了国内叉车企业出口

的进展。2006-2021 年我国叉车销量占全球销量比例从 14%提升至 56%（销量

CAGR=16.1%），2010-2016 年该占比保持在 31%-34%（销量 CAGR=8.1%），

但从 2017 年开始占比迅速提升至 2021 年的 56%（销量 CAGR=22.0%），这里

反映的不仅国内需求旺盛，出口也从 2017 年的 12.6 万台上升至 2021 年的 31.6

万台，占我国叉车销量的比例近 30%，体现出我国叉车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②

锂电化趋势明确。锂电池凭借其能量密度高、体积小、免维护、充电快、使用寿

命长等诸多优点，在全球叉车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锂电池叉车渗透率不

断提升，锂电步行式仓储叉车在锂电叉车总销量中占比高达 85%。2021 年我国

锂电叉车总销售量达 33.3 万台，同比增长 106.3%。参考 Interact Analysis

预测，2021 年全球锂电叉车出货量占比 20%出头，即约 45 万台，我国出货

33.3 万台，占比高达 74%，其中，国内销售量为 15.1 万台，同比增长 58.6%；

出口销售量为 18.2 万台，同比增长 175.1%；出口销量同比增速高于国内。 

➢ 我国叉车海外份额仍低，锂电化加速全球化。①全球叉车由日德美主导，国

内龙头全球份额仍低。参考美国 MMH 杂志统计的全球叉车数据，全球叉车巨头

主要包括丰田/凯傲/永恒力/三菱/科朗/海耶斯-耶鲁，安徽合力和杭叉集团 2021

年排在全球第 7/8 名，2021 年销售额约 24/22.7 亿美元，仅为丰田的约 15%，

凯傲的 32%，永恒力的 43%。从 2017-2021 年收入复合增速来看，国内安徽合

力/杭叉集团/浙江中力分别为 15.5%/20.5%/28.9%，增速远好于海外巨头，一

方面中国需求好，另一方面叉车在锂电产业的加持下，近几年国内出口强势。我

们对比全球头部叉车企业的设备均价可以看出，国内杭叉集团/安徽合力/浙江中

力的设备均价在 0.87/0.92/0.27 万美元，而海外竞对均价基本在 3 万元/台以

上，如此大的均价差一方面与海外客户后市场贡献部分收入而国内这块偏少有

关，更重要的是海外的叉车卖的确实比国内贵，这也是为何锂电叉车能在海外畅

销的重要原因。②锂电产业&交期优势，国产叉车走向全球。参考 Interact 

Analysis 预测，2021 年全球锂电叉车出货量占比 20%出头，后续比例将持续提

升，预计 2028 年全球出货量里将超过 50%的叉车为锂电叉车。2021 年全球订

单量和出货量之间的差值达到了历史巅峰的 37 万台（出货量远远落后于新增订

单）。全球范围内叉车的交付期达到了令人瞠目的 6~18 个月，部分地区甚至达

到了 24 个月。中国市场虽然也受到了疫情影响，但整体交期仍是 3 大主流叉车

市场中最短的，与国内完整产业链及及时响应速度有关。此外，中国锂电产业链

全球优势明显，在交期优势加持下，有望加速提升全球市场份额 

➢ 风险提示：海外需求下滑导致出口下滑风险，国内经济复苏低于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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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叉车稳健增长，锂电化趋势确定 

1.1 叉车下游以物流为主，需求稳健增长 

叉车又称叉式装载车，也称铲车，是指对成件托盘类货物进行装卸、堆垛和短

距离运输，重物搬运作业的各种轮式搬运车辆。叉车的机械构成主要可以分为 6 

个部分，分别为动力系统、传动系统、转向系统、起重系统、液压系统以及行驶系

统。叉车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初，被用于战争物资搬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

迅速，并已走向系列化、标准化生产。目前发达国家大部分企业的物料搬运已经脱

离了原始的人工搬运，取而代之的是以叉车为主的工业车辆机械化搬运。近年来，

电动化、无人驾驶进步显著，科技属性明显增强，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自动化替代人工需求增加，叉车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物流行业是叉车主要的下游应用领域之一，其在物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是物料搬运设备中的主力军。从中国工业车辆分会统计情况来看，我国叉

车使用主要在物流业和工业制造中。从细分行业来看，在交通运输和仓储物流的需

求规模最大，占比约为 20.48%，其次是在电气机械和汽车行业的使用需求，占比

分别为 12.39%和 9.79%。 

图1：叉车产业链情况  图2：2020 年叉车下游需求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业车辆分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走势来看，我国叉车销量与社会物流总额同比波动整体趋势一致，2020 年

受益国内疫情防控的成功，加速了国内叉车企业出口的进展。2006-2021 年我国

叉车销量占全球销量比例从 14%提升至 56%（销量 CAGR=16.1%），2010-2016

年该占比保持在 31%-34%（销量 CAGR=8.1%），但从 2017 年开始占比迅速提

升至 2021 年的 56%（销量 CAGR=22.0%），这里反映的不仅国内需求旺盛，出

口也从 2017 年的 12.6 万台上升至 2021 年的 31.6 万台，占我国叉车销量的比例

近 30%，体现出我国叉车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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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及叉车销量同比关系  图4：我国叉车销量占全球比例（万台）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 2021 年数据来看，中国区叉车销量 78.6 万台，占全球的 40%，排在全球

第一位，其次为欧洲和北美。2017 年开始我国出口增速保持较快增长，2021 年

出口叉车 31.6 万台，占全球叉车销量的 16%。 

图5：2021 年全球叉车销售区域及占比情况（万台）  图6：我国叉车出口量及同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1.2 锂电化趋势明确，中国占据优势 

叉车包含四大类别，轻小型搬运车辆（板车/地牛）不属于叉车分类范畴。叉

车按照国内划分标准，可分为内燃平衡重式叉车、电动平衡重式叉车、电动乘驾式

仓储叉车和电动步行式仓储叉车四大类别。 

与欧美分类标准相对应，国内内燃平衡重式叉车相当于欧美分类标准的 4 类

车（实心轮胎）和 5 类车（充气轮胎），电动平衡重式叉车、电动乘驾式仓储叉车

和电动步行式仓储叉车分别对应欧美分类标准的 1 类车、2 类车和 3 类车。其中

电动步行式仓储叉车可以认为是“电动版”的轻小型搬运车辆（俗称板车或地牛），

但轻小型搬运车辆不属于叉车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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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我国叉车分类情况 

 
资料来源：杭叉集团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 

 

2021年，我国叉车销量 109.9万台，I类车销售 11.3万台（锂电化率为 42.8%），

II 类车销售 1.6 万台（锂电化率为 18.3%），III 类车销售 52.9 万台（锂电化率为

63.7%），IV&V 类车销售 44.2 万台。 

表1：我国叉车分类及 2021 年销量及锂电化比例 

分类 名称 载重（t） 动力 适用行业 销量（万台） 锂电化比例（%） 

I 
电动平衡重

乘驾式叉车 
1-18 电动 

广泛应用于烟草、食品、纺织、电子、仓储物流等行

业 
11.3 42.8% 

II 
电动乘驾式

仓储叉车 
1.2-2.5 电动 

广泛应用于烟草、食品、纺织、电子、超市、冷库等

行业，特别适用于狭小工作场地及频繁上下车拣选

的作业场合 

1.6 18.3% 

III 
电动步行式

仓储叉车 
0.6-3.5 电动 食品、纺织、印刷 52.9 63.7% 

IV&V 
内燃平衡重

叉车 
1-46 柴油 

广泛应用于工厂、仓库、车站、物流、码头、港口等

行业 
44.2 - 

资料来源：Wind，安徽合力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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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凭借其能量密度高、体积小、免维护、充电快、使用寿命长等诸多优点，

在全球叉车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锂电池叉车渗透率不断提升，2021 年锂

电步行式仓储叉车在锂电叉车总销量中占比高达 85%。2021 年我国锂电叉车总

销售量达 33.3 万台，同比增长 106.3%。 

图8：我国各类叉车销量占比情况  图9：我国锂电叉车销量及行业渗透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2：以某品牌 3 吨叉车为例对比锂电和内燃的差异 

指标 单位 内燃叉车 锂电叉车 

购置成本 万元/台 6 11.9 

柴油/电价 元/L（kWh） 8.5 1 

每班次能源消耗量 L/kWh 40 40 

每班次消耗柴油成本 元/日 340 40 

年工作天数 日 250 250 

年运营成本 万元 8.5 1 

保养时长 h 500 1000-1500 

年保养费 万元 0.3-0.4 0.1-0.15 

年使用成本 万元 8.8-8.9 1.1-1.15 

资料来源：冠联商城，民生证券研究院 

 

2013-2021 年，我国叉车出来台数占总出货台数比例在 23%-29%，其中 III

类车出口占比在 40%附近，I 类和 II 类车在 20%-30%，IV&V 类车出口占比不到

20%，海外市场 IV 和 V 类车是优势车辆，但国内锂电车优势更加明显。 

我们参考 Interact Analysis 预测，2021 年全球锂电叉车出货量占比 20%

出头，即约 45 万台，我国出货 33.3 万台，占比高达 74%，其中，国内销售量为 

15.1 万台，同比增长 58.6%；出口销售量为 18.2 万台，同比增长 175.1%；出

口销量同比增速高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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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我国各类叉车出口比例情况  图11：我国锂电叉车出口台数及占全部出口台数比例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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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叉车海外份额仍低，锂电化加速全球化 

2.1 全球叉车由日德美主导，国内龙头全球份额仍低 

参考美国 MMH 杂志统计的全球叉车数据，全球叉车巨头主要包括丰田/凯傲

/永恒力/三菱/科朗/海耶斯-耶鲁，安徽合力和杭叉集团 2021 年排在全球第 7/8

名，2021 年销售额约 24/22.7 亿美元，仅为丰田的约 15%，凯傲的 32%，永恒

力的 43%。 

从 2017-2021 年收入复合增速来看，国内安徽合力/杭叉集团/浙江中力分别

为 15.5%/20.5%/28.9%，增速远好于海外巨头，一方面中国需求好，另一方面叉

车在锂电产业的加持下，近几年国内出口强势。 

表3：全球叉车龙头企业销量及销售额情况 

企业名称 
叉车销量（万台） 销售额（亿美元）及复合增速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CAGR 

丰田 26.3 26.4 28.2 26.6 28.3 113.9 132.9 133.5 126.7 159.2 8.7% 

凯傲 20.1 - 20.3 19.8 29.9 63.1 66.3 71.7 69.2 73.7 4.0% 

永恒力 - 12.1 11.3  16.2 41.2 43.6 45.7 45.5 55.1 7.5% 

三菱 11.3 11.6 10.3 8.5 10.3 38.3 42.7 41.5 37.8 40.4 1.3% 

科朗 - - - - - 30.8 34.8 37.2 36.2 40.1 6.8% 

海耶斯-耶鲁 - 10.2 10.0 8.6 9.5 28.9 31.7 32.9 28.1 30.7 1.6% 

安徽合力 11.5 13.3 15.2 22.1 27.5 13.5 14.1 14.3 19.3 24.0 15.5% 

杭叉集团 10.5 12.7 13.9 20.7 24.8 10.8 12.3 12.7 17.6 22.7 20.5% 

斗山 - - - - - - 11.2 11.6 9.0 13.5 - 

曼尼通 - - - - -- 2.0 2.2 - 12.0 - - 

克拉克 - - - - - 7.8 7.9 7.8 7.1 8.1 1% 

浙江中力 - - - 13 24.5 2.4 2.9 3.1 3.6 6.5 28.9% 

资料来源：美国 MMH 杂志，民生证券研究院 

我们对比全球头部叉车企业的设备均价可以看出，2021 年，国内杭叉集团/安

徽合力/浙江中力的设备均价在 0.87/0.92/0.27 万美元，而海外竞对均价基本在 3

万元/台以上，如此大的均价差一方面与海外客户后市场贡献部分收入而国内这块

偏少有关，更重要的是海外的叉车卖的确实比国内贵，这也是为何锂电叉车能在海

外畅销的重要原因。 

表4：全球叉车龙头企业叉车均价情况（万美元/台） 

企业名称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丰田 4.33 5.04 4.73 4.77 5.64 

凯傲 3.14 - 3.54 3.49 2.46 

永恒力 - 3.61 4.05  3.39 

三菱 3.39 3.68 4.03 4.45 3.92 

海耶斯-耶鲁  3.11 3.28 3.29 3.23 

安徽合力 1.17 1.07 0.94 0.87 0.87 

杭叉集团 1.02 0.97 0.91 0.85 0.92 

浙江中力 - - - 0.28 0.27 

资料来源：美国 MMH 杂志，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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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锂电产业&交期优势，国产叉车走向全球 

目前大部分电动叉车所配电池为铅酸电池，富液式开口的铅酸电池在使用过

程中会有水损耗和酸液溢出，需经常补充蒸馏水，而且还存在充电时间长、寿命短、

能量密度低等缺点。而叉车使用场景基本都是在固定的小范围内，例如，大型物流

仓库均属于室内应用场景，零噪音和低排放的要求更高；此外，在室内环境下，叉

车的作业距离较短，对电池的续航里程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电

池成本。 

表5：磷酸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叉车的比较 

名称 磷酸铁锂电池 铅酸电池 备注 

单体电压/V 3.2 2.1 — 

重量比能量/（W·h/kg） 130~1503 0~50 — 

体积比能量/（W·h/kg） 180~220 80~120 — 

循环寿命/次＞2000 250~350 1 倍率 100%充放   

工作温度/℃ -20~60 -5~30 55℃以上综合比较 

低温特性（-10℃容量保持率） 70% 60%~70% — 

自放电率 <3%/月 15%~30%/月 常温搁置 30 天 

充放电效率 ＞99% 80% — 

动力性能 持续稳定输出 低压时动力弱 — 

最大放电电流 30C 20 C 以放电倍率计 

充满电所需时间/ h1~3 8~10 — 

对环境影响 安全、环保 腐蚀、污染 —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参考 Interact Analysis 预测，2021 年全球锂电叉车出货量占比 20%出头，

后续比例将持续提升，预计2028年全球出货量里将超过 50%的叉车为锂电叉车。 

图12：全球不同燃料叉车出货量占比预测 

 

资料来源：Interact Analysis，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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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订单量和出货量之间的差值达到了历史巅峰的 37 万台（出货量

远远落后于新增订单）。全球范围内叉车的交付期达到了令人瞠目的 6~18 个月，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 24 个月。 

表6：全球叉车市场订单情况（万台）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欧洲（53 个国家及地区） 34 37 42 47 52 - - 72 

美洲（55 个国家及地区） 27 28 28 32 33 - - 49 

亚洲（43 个国家及地区） 44 41 44 57 64 - - 107 

非洲（56 个国家及地区） 2 2 2 2 2 - - 2 

大洋洲（29 个国家及地区） 2 2 2 2 3 - - 4 

共计（236 个国家及地区） 109 110 118 139 154 170 164 234 

资料来源：美国 MMH 杂志，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7：全球叉车市场安装量情况（万台）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欧洲（53 个国家及地区） 34 36 41 46 51 - - 58 

美洲（55 个国家及地区） 26 26 26 28 30 - - 33 

亚洲（43 个国家及地区） 43 41 44 56 63 65 80 101 

非洲（56 个国家及地区） 2 2 2 2 2 - - 2 

大洋洲（29 个国家及地区） 2 2 2 2 3 - - 3 

共计（236 个国家及地区） 106 106 115 133 149 166 158 197 

资料来源：美国 MMH 杂志，民生证券研究院 

 

根据 Interact Analysis 统计，在中/欧/美市场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不同类

型叉车的交货期明显短于欧美市场。美国是 2022 年叉车交货期最长的市场。部分

原因是受到丰田的特殊影响：2021 年 4 月，丰田公司的北美生产基地由于发动机

认证的问题停止发货，同年 6 月，生产也完全停止，而丰田约占北美市场出货量

的 1/3，这对北美市场的本土交付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市场的交货时间处于中间

值。仓储叉车的交货时间从 6 到 12 个月不等，而一些平衡叉车的交货期超过 1

年。中国市场虽然也受到了疫情影响，但整体交期仍是 3 大主流叉车市场中最短

的，与国内完整产业链及及时响应速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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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022 叉车交货周期  图14：2022 叉车价格涨幅 

 

 

 
资料来源：Interact Analysis，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nteract Analysis，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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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1）海外需求下滑导致出口下滑风险。目前美国仍处在加息周期，对海外需求

持续性有负面影响，可能出现需求下滑风险。 

2）国内经济复苏低于预期风险。国内目前经济处于复苏状态，但地产投资仍

比较弱，三年疫情对居民消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可能出现经济复苏低于预期进而

影响叉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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