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备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 / 9 

 

机械设备 

2023 年 03月 12日 

 

投资评级：看好（维持） 

 

行业走势图 

 

 

数据来源：聚源 

  

《重视消费电子材质升级带来的设备

增量需求—行业周报》-2023.3.5 

《关注碳化硅设备国产化突破和加速

—行业周报》-2023.2.26 

《核电设备迎景气周期，ChatGPT开

启机器人新纪元 —行业周报》

-2023.2.19 
 

丝路合作加强推进，制造出海迎来利好 

——行业周报 

   

孟鹏飞（分析师） 熊亚威（分析师）  

mengpengfei@kysec.cn 

证书编号：S0790522060001 

xiongyawei@kysec.cn 

证书编号：S0790522080004 

 

 

 丝路合作加强推进，制造出海迎来利好 

2023年 3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

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此前，我国已分别于 2022年 12 月和 2023年 2月与沙特、

伊朗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拟在农业、能源等领域与两国展

开多项合作，加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共同发展。制造出海有望迎来利好。 

 沙特：石化、能源新增量，设备出海迎利好 

中沙合作，“一带一路”带来全新增量。2022 年 12 月 7 日-9 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并与萨勒曼国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

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石化领域的投资机遇，开

发石油转石化技术领域富有前景的项目，其他合作领域包括电力、光伏、风能、

核能、人工智能等。油气牵引，能源数字化、石化设备需求增容。中国与沙特在

传统能源领域合作水平持续提升，在石油化工领域纵向纵深，氢能、能源数字化

转型等领域横向拓展。中沙合作需求价值有望在传统能源全产业链穿透传导，能

源数字化、石化设备需求增容。新能源转型，海外公司迎政策机遇。2017 年沙

特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NREP）。相关政策包括：（1）大力发展太阳能、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2）将氢能作为未来能源发展的重点方向，寻求加强氢能领域

国际合作，推动氢能生产链本地化发展应用；（3）吸引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投资

者，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如项目 100%外资所有权、雇佣沙特籍员工享受补贴等。 

 伊朗：制造业大国，机械设备需求旺盛 

制造业大国，中伊合作已久。2020 年我国占伊朗总进口额的 33.6%，为伊朗第

一大进口国，主要商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等。2022 年中伊贸易额达 158

亿美元，我国已连续 10 年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汽车为伊朗第二大产业，机

电产品需求旺盛。汽车行业是伊朗第二大产业，总产值占 GDP 的 10%左右。但

目前伊朗国内汽车及配件进口依存度高，对中国机电产品需求占市场 50%左右。 

能源储备丰富，与我国优势互补。伊朗为全球唯一跨越两个主要油气富集区的国

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地处中东太阳辐射带，坐拥风洞风道资源。

目前，伊朗已制定新能源发电全额采购和高额固定上网电价等发展扶持政策，全

集成光伏制造基地建设业已启动。其丰富的能源储备和地理优势与我国光伏、风

电等新能源领先技术上优势互补。此外，通信、高速列车、电动汽车等领域两国

合作潜力可观。 

 受益标的 

电力石化：海鸥股份、科新机电、博实股份、中密控股、卓然股份、纽威股份；

机床设备：华中数控、秦川机床；流程自动化：中控技术、川仪股份；光伏设备：

金辰股份、捷佳伟创、迈为股份。 

 风险提示：中沙、中伊合作推进不及预期；国际形势及地缘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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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沙伊发表三方联合声明，丝路合作加强推进 

2023年 3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

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

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

边关系。此前，我国已分别于 2022年 12月和 2023年 2月与沙特、伊朗签署发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拟在农业、能源等领域与两国展开多项合作，加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共同发展。 

 

2、 沙特：石化、能源新增量，设备出海迎利好 

2.1、 中沙签署多项投资协议，“一带一路”携全新增量 

中沙合作，“一带一路”带来全新增量。2022年 12月 7日-9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并与萨勒曼国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

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石化领域的投资机遇，开发石油

转石化技术领域富有前景的项目，其他合作领域包括电力、光伏、风能、核能、人

工智能等。 

两国前后签署多项投资协议。根据 OEC 数据，在沙特从我国进口的产品中，机

械类占比最多，其中电气设备类占比约 23.5%，核电设备类占比约 11.3%。2022 年

12 月，沙特和中国有关公司签署了 34项投资协议，涵盖绿色能源、绿氢、光伏、信

息技术、云服务、运输、物流、医疗、住房和建设工厂等多个领域。两国多项目合

作下，相关设备领域将迎来利好。 

图1：2020年沙特从我国进口产品中，机械类产品占比最多 

 

资料来源：OEC 

 

2.2、 油气、低碳能源双轮并进，设备出海再迎利好 

油气牵引，能源数字化、石化设备需求增容。中国与沙特在传统能源领域合作

水平持续提升，在石油化工领域纵向纵深，氢能、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横向拓展。

中沙合作需求价值有望在传统能源全产业链穿透传导，能源数字化、石化设备需求

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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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沙两国石化能源领域多项目合作 

中方企业 沙方企业 相关项目 

中国石化 沙特阿美 
签署福建古雷炼化二期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二期项目计划建设 1600

万吨/年炼油、150万吨/年乙烯裂解及下游衍生物一体化装置。 

中国石化 

沙特阿美、沙

特基础工业公

司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拟在沙特延布联合开发大型将液体原料转化

成化工产品的项目，改项目将与延布炼厂实现协同优化。 

山东能源集

团 
沙特阿美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涉及炼油化工一体化、氢能、可再生

能源和碳捕集技术。 

中广核 AIJomaih 集团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打造超 1000 万千瓦能源项目。 

昆仑数智 易达资本 
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推进中东北非地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 

资料来源：外交部、中国能源报、智通财经、山东省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商会、开源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转型，海外公司迎政策机遇。2017 年沙特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

（NREP），旨在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使其能源结构多样化并挖掘可再生能源的

潜力。具体政策包括：（1）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到 2030年

实现 60GW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其中 40GW将由太阳能提供；（2）将氢能作为未

来能源发展的重点方向，寻求加强氢能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氢能生产链本地化发展

应用；（3）为吸引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投资者，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如项目 100%外

资所有权、雇佣沙特籍员工享受补贴等。我国在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发展迅速，能源

基础和技术优势与沙特互补，能源出海有望迎来政策机遇。 

表2：沙特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持续推进 

日期 事件 

2017年 
沙特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NREP），旨在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使其能源结构

多样化并挖掘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并将其作为“2030愿景”组成部分。 

2019年 
沙特政府更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计划到 2030年增加 58.7GW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一半）。 

截至 

2022年底 

沙特政府共发布 4轮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招标和在施项目装机总量超过 7GW，其

中已进入商运的装机总量为 700MW。 

资料来源：见道网、海外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沙特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可再生能源国际投资者 

 
资料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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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朗：制造业大国，机械设备需求旺盛 

制造业大国，中伊合作已久。伊朗油气、风光资源丰富，是中东的制造业大国。

其主要出口商品为油气、金属矿石、皮革等，主要进口产品包括粮油食品、药品、

运输工具、机械设备、牲畜、化工原料等。根据 OEC 数据，2020年我国占伊朗总进

口额的 33.6%，为伊朗第一大进口国，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等。2022

年中伊贸易额达 158亿美元，同比增长 7%，我国连续 10年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 

图3：2022年我国对伊朗出口额回升  图4：2020年我国占伊朗总进口额的 33.6%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EC 

 

图5：2020年伊朗从我国主要进口的商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等 

 

资料来源：OEC 

汽车为伊朗第二大产业，机电产品需求旺盛。汽车行业是伊朗仅次于石油的第

二大产业，总产值占伊朗 GDP 的 10%，为全国 4%的劳动力提供了岗位。伊朗是中

东最大的汽车市场，根据海湾资讯网数据，其每年对各种车辆的平均需求量为 80万

辆，全国道路上大约有 400 多万辆车运行。但伊朗国内现有的汽车及配件生产能力

有限，必须从海外大量进口汽车及配件，对中国机电产品需求旺盛，占市场的 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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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19 年以来我国对伊朗车辆及零部件出口额连年

攀升 

 图7：2020年以来我国对伊朗机机床出口额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能源储备丰富，与我国优势互补。传统能源方面，伊朗为全球唯一跨越两个主

要油气富集区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新能源方面，伊朗风光资源

丰足，（1）地处中东太阳辐射带，80％的土地每年至少有 300 天阳光普照。（2）锡

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扎布尔地区处于全球著名风洞，是全球最适合建造具有超高

单机容量的大型风电场的地区之一。目前，伊朗已制定新能源发电全额采购和高额

固定上网电价等发展扶持政策，全集成光伏制造基地建设业已启动。其丰富的能源

储备和地理优势与我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先技术上优势互补。 

图8：伊朗能源储备丰富 

 

资料来源：Pars Times 

交运基建合作潜力可观。2021 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中伊 25年全面合作协议》，

旨在加强两国在能源、安全、基础建设和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伊中

友好协会主席布鲁杰迪表示，伊朗将获得来自中国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支持，在电信

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加速发展，基于中国在建造高速列车、电动汽车、太阳能电站等

领域的技术与经验，两国之间合作潜力可观，而伊朗（作为重要交通枢纽）强大的

过境运输能力也将助力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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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益标的 

电力石化：海鸥股份、科新机电、博实股份、中密控股、卓然股份、纽威股份； 

机床设备：华中数控、秦川机床； 

流程自动化：中控技术、川仪股份； 

光伏设备：金辰股份、捷佳伟创、迈为股份。 

 

5、 风险提示 

中沙、中伊合作推进不及预期； 

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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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

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

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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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商业秘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才

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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