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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谱进口需求强劲，俄罗斯、美国、印度需求带动质谱联用仪及液相色谱出海 

我国 2023 年全年海关进出口数据出炉，从进口（国内需求视角）和出口（自主出

海视角）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看进口，质谱仪进口需求整体强劲，液相色谱下

滑明显但气相色谱来自美、日进口额增长。1）质谱仪进口方面，2023 年我国质

谱仪器进口金额达 19.0 亿美元(+7%)，延续了 2019 年以来的稳步增长趋势；其中

质谱联用仪和其他质谱仪均增长，联用仪下半年进口有所放缓；国别上，向德国

进口金额增长 30%。2）色谱仪进口方面，2023 年金额达 9.7 亿美元(-32%)，显著

承压，主要是下半年对液相色谱仪的进口需求大幅放缓；国别上，2023 年来自德

国、新加坡等前五大国家进口额下滑百分比两位数，而来自日本、美国的气相色

谱仪进口额逆势增长。二看出口，质谱联用仪年末放量、全年出口额增长超 1.2

倍，俄罗斯需求带动质谱与液相色谱出海大增。1）质谱仪出口方面，2023 年金

额达 1.05 亿美元(-16%)；附加值较高的质谱联用仪出口年末放量，金额约 1900 万

美元(+126%)，体现我国质谱出口高端化有所进展；2023 年对俄出口约 3253 万美

元，金额占比达 30.9%，同比增长超 3 倍。2）色谱仪出口方面，2023 年金额达

1.53 亿美元(-7%)，其中价值量较高的液相色谱仪出口金额约 4800 万美元，增长

145%；2023 年我国液相色谱仪前五大出口对象俄罗斯、印度、美国、日本和白俄

罗斯出口额均高速增长，其中向俄罗斯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367.5%。 

 近两周科学仪器板块整体下跌 18%，PE TTM 下滑至 29.7X 

行情表现上，科学仪器板块近两周（1.16-1.31）整体下跌 18%，当前总市值为 1188

亿元，板块内普遍下跌；生命科学板块下跌 17.1%，北交所公司表现较好，中科

美菱领涨（+49%）；电子测量下跌 19.9%，北交所公司跌幅较小；电池测试下跌

15.7%。估值方面，当前科学仪器板块 PE TTM 为 29.7X，其中生命科学 PE TTM

为 35.5X；电子测量 PE TTM 为 30.7X；电池测试估值相对最低，稳定在 21.0X。 

 发改委发布 2024 年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科学仪器发展 

近期各官方机构发布重点政策：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7 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

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科技项目攻关。二是工信部、发改委《制造业

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鼓励科学计量仪器的研发、标准化和企业发展等。 

 3 家公司 2023 年业绩预增，我国 2023 年仪器仪表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4% 

1）公司经营：杭可科技、科威尔、苏试试验发布 2023 年业绩预告，均披露业绩

预增。2）资本市场：晶华光学收到第一轮问询函，距离上市受理仅过去约半个月，

速度远快于此前北交所上市平均水平。3）投资者交流：禾信仪器 Q-TOF 已取得

销售，基康仪器提出 2024 年核心增长点等。4）业内要闻：金域医学布局实验自

动化设备；依利特入围第三批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2023 年仪器仪表

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4%；美中特别委员会提议涉及多家中国生物公司。3）外资方

面：赛默飞、丹纳赫等外资 2023 财报披露，业绩整体承压但仪器类业务表现相对

更好。4）一级市场：微流控蛋白组学设备厂商奥素科技近期获得近亿元 A 轮融资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下行、行业政策变化、自主替代不及预期等。    

相关研究报告 

北交所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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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 年科学仪器海关数据出炉，细分亮点较多 

1.1、 进口数据：2023 年质谱仪增长 7%至 19 亿美元，色谱仪下滑至 9.7 亿美元 

我国 2023 年全年海关进出口数据出炉，我们通过科学分析仪器的代表产品色谱

仪和质谱仪的进出口数据，从中发掘市场变化趋势。目前我国质谱仪、色谱仪仍以

进口为主，进口规模的变化基本可以大致反应出整体市场需求的状况，而出口情况

则体现自主品牌打入国外市场的最新变化，因此本报告将分别从进口（国内需求视

角）和出口（自主出海视角）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进口总量方面，质谱仪维持较好增长，而色谱仪对进口产品需求显著承压。2023

年我国质谱仪器进口金额达 19.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3 亿元），同比上升 7.4%，

延续了 2019 年以来的稳步增长趋势；色谱仪方面，2020-2022 年我国进口金额自 10.4

亿美元快速上升至 14.1 亿美元，而 2023 年进口金额达 9.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8

亿元），同比下降 31.6%。 

图1：2023 年质谱仪进口额维持增长 7%至 19 亿美元，色谱仪进口显著下滑约 30%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1）报告中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官网，并参考广东省

麦思科学仪器创新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总结。2）质谱仪包括：海关代码“90278120”质谱联

用仪，“90278190”其他质谱仪，不包括“90278110”集成电路生产用氦质谱检漏台；色谱仪包括：

海关代码为“90272011”气相色谱仪，“90272012”液相色谱仪以及“90272019”其他色谱仪。后

同。3）所涉金额为报关单中“申报价格”，非实际销售价格。 

 

接下来将分别对质谱仪、色谱仪两大理化分析仪器的 2023 年进口数据进行分析。 

 

1.1.1、 质谱仪：联用仪与其他质谱仪均稳健增长，向德国进口金额增长 30% 

海关数据中包括“质谱联用仪”（如 GC-MS、LC-MS 等）与“其他质谱仪”两

大类，2023 年质谱联用仪进口金额达 9.7 亿美元（+5%），其他质谱仪的进口金额为

9.2 亿美元（+10.1%），均呈现正增长。2023 年质谱联用仪的进口金额占比达 51.3%，

与 2022 年相比减少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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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23 年质谱联用仪/其他质谱仪进口额均持续增长  图3：质谱联用仪 2023 年进口额占比 51.3%，略有下降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从质谱仪 2023 年月度进口数据来看，全年波动较小，维持 1.4-1.8 亿美元左右

的金额中枢水平，不过结构上上半年进口质谱联用仪较多，而下半年则出现回落，

其他质谱仪的金额反而上升。由于质谱联用仪较多用于医药、临床、检测实验室等

场景，这一变化可能与 2023 下半年医药行业的需求承压有一定关联；但整体需求水

平仍然维持强劲。 

图4：2023 年月度进口额在 1.5 亿美元上下，H2 联用仪有所回落而其他质谱仪上升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从国别结构来看，2023 年质谱仪进口额排名前五位为新加坡、德国、美国、日

本以及英国，拥有较多仪器巨头生产基地的新加坡、美国、德国等仍是目前主要质

谱仪来源，合计占质谱仪进口额 7 成以上。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科学仪器产地，据

彭博社数据，全球约 35%质谱仪在新加坡生产，2023 年我国从新加坡进口约 5.5 亿

美元的质谱仪，同比下滑 4.9%；从德国、美国、英国进口的质谱仪器金额呈现正增

长，其中德国作为知名质谱仪厂商布鲁克的发源地，其进口额同比增长 30%至 4.2

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第二大来源；来自日本的进口金额则略下降 0.3%，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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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23 年质谱仪进口国别变化较小/亿美元  图6：我国质谱仪进口额超 7 成来自新加坡、德国、美国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1.1.2、 色谱仪：液相色谱仪进口 2023H2 下滑显著，美、日气相色谱进口增长 

 

产品结构上，2023 年我国进口液相色谱仪金额最高，达 6.1 亿美元，同比下滑

37%；气相色谱仪下滑 23%，金额达 2.5 亿美元；其他色谱仪（如等离子色谱等细分

类型）进口1.1亿美元，变化不大。2023年液相色谱仪的进口金额占比最高，达63.0%；

气相色谱仪和其他色谱仪进口金额占比分别为 26.1%和 10.9%。整体液相色谱仪的进

口金额占比下滑 5.8 个百分点至 63%，其他两类占比则有所上升。 

图7：2023 年液相色谱仪进口需求下滑较多/亿美元  图8：2023 年液相色谱仪进口占比下滑至 63%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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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023 年进口色谱仪月度金额前高后低，Q3-Q4 下滑至每月 6-7 千万美元水平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从进口贸易国别来看，2023 年来自德国、新加坡等前五大国家的液相色谱仪进

口额下滑百分比均超两位数，而来自日本、美国的气相色谱仪进口额逆势增长。目

前拥有较多仪器巨头生产基地的德国、日本、新加坡、美国仍是我国主要色谱仪来

源。2023 年自德国进口绝大部分为液相色谱仪，金额 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0%；日

本则是第二大液相色谱仪来源和最大气相色谱仪来源，金额分别达 1.2 亿美元（-15%）

和 0.59 亿美元（+23%）；而自美国进口气相色谱仪金额增长超 10%至 0.55 亿美元。

（注：德国是安捷伦、赛默飞液相色谱主产地；日本是岛津等公司主产地；新加坡

是沃特世主产地。） 

图10：2023 年自德国进口液相色谱仪下滑 50%/亿美元  图11：2023 年自美国、日本进口气相色谱仪增长/亿美元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海关数据统计中有

较多色谱仪原产国为“中国”，判断此类仪器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后

出口至国外，而后国外贸易商再次将货物出口到中国，因此不包

含此类，后同。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如前所述，2023 年

约有 1 亿美元的气相色谱仪原产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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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口数据：俄罗斯市场驱动出海，2023 质谱仪出口 1.05 亿美元 

2023年我国质谱仪器出口金额达1.0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35亿元），下降15.5%；

色谱仪器出口金额达 1.5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7 亿元），下滑 6.7%。总体来看，

2023 年质谱仪、质谱仪出口总额均承压，但结构性亮点颇多。不过高端产品方面，

比如均价较高的质谱联用仪在进出口的量级上差距仍然较大，体现国产化程度较低。 

图12：2023 年我国质谱仪/色谱仪分别出口 1.05/1.53 亿美元，出海增速有所下滑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俄罗斯、美国、东欧、印度等市场有望成为出海突破口，而且目前国内分析仪

器出口仍以中低端为主，出海潜力尚未充分发掘。国内质谱仪上市公司包括聚光科

技、禾信仪器、莱伯泰科、天瑞仪器、钢研纳克等，由于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

场，多应用于环境监测、食品安全、工业过程分析等领域，在临床医疗、实验室科

研等对质谱技术要求较高的领域的高端产品相对较少，国产品牌仍存较大份额和价

值提升空间。国内液相色谱仪公司包括皖仪科技、海能技术、莱伯泰科、天瑞仪器、

汉邦科技（申报中）、依利特等等，气相色谱仪厂商包括北分瑞利、普析通用、福立

仪器、上海天美等等。色谱的整体国产化程度高于质谱领域，但高端市场占比仍旧

较低；气相色谱的国产化程度也相对液相更高、国产厂商积累较多。 

1.2.1、 质谱仪：质谱联用仪出口额增长超 1.2 倍，对俄出口额增长超 3 倍 

2023 年我国出口的质谱仪器中 82%为其他质谱仪器，金额约为 8600 万美元，金

额较 2022 年下降 25.8%；而附加值较高的质谱联用仪占比大幅提升 11.6 个百分点至

18%，金额约 1900 万美元（+125.8%），体现我国质谱出口高端化有所进展。 

图13：2023 年我国质谱联用仪出口额增长超 1.2 倍  图14：2023 年我国质谱联用仪出口额占比接近 2 成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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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度数据来看， 2023 年我国其他质谱仪出口在下半年有所下滑，而联用仪出

口稳步提升，尤其年底增长较多、单月已达其他质谱仪金额 7 成水平。 

图15：2023 年质谱仪月度出口额结构性变化显著，11-12 月联用仪出口增长较多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出口国别来看，俄罗斯、新加坡等地是我国主要出口对象（占比较高的中国香

港可能主要是作为贸易商中转等环节），2023 年对俄出口约 3253 万美元，金额占比

达 30.9%，同比增长超 3 倍，成为我国质谱仪器出海最大增量；俄乌冲突以来，俄

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导致的外资巨头退出俄罗斯市场等因素影响，为国产质谱厂商开

拓海外带来宝贵机遇。2023 年出口到中国香港的质谱仪器金额为 4795 万美元，同比

大幅下降 44.7%，几近腰斩。出口至新加坡的质谱仪器金额为 1128 万美元，同比下

降 26.9%。此外对泰国、美国、德国以及东欧地区出口额均表现较好、占比靠前，对

美国和泰国出口金额分别为 190 万、141 万美元，同比增长同样高达三位数。 

图16：2023 年对俄出口质谱仪金额增长 3 倍/百万美元  图17：2023 年对俄出口质谱仪金额占比 3 成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1.2.2、 色谱仪：俄罗斯需求带动下，液相色谱仪出口额增长超 1.4 倍 

我国 2023 年色谱仪出口方面呈现亮点，尤其是液相出口表现亮眼。2023 年我

国色谱仪出口金额达 1.5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7 亿元），同比下滑 6.7%，与进口

相比金额差距仍然较大，其中大部分为气相色谱仪，2023 年出口金额占比达 65.2%，

金额为 1 亿美元（-29.1%）。液相色谱仪出口金额约 4800 万美元，增长 145%，占比

提升近 20 个百分点至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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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023 我国液相色谱仪出口增长超 1.4 倍/百万美元  图19：2023 液相色谱仪出口金额占比大幅提升至 3 成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色谱仪的出口金额单月趋势明显好于进口，液相出口高景气带动全年核心增量，

9 月单月液相出口年内首次超过气相，达到 815 万美元；其他色谱仪也实现稳中有升。 

图20：2023 年液相色谱仪出口单月趋势稳中有升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出口国别方面，俄罗斯、印度、美国、日本和白俄罗斯是我国液相色谱仪前五

大出口对象且2023年金额均高速增长，其中向俄罗斯的出口金额比 2022年增加2042

万美元，同比增长 367.5%，可能主要受到西方制裁导致外资巨头退出俄罗斯市场等

因素影响，为国产厂商开拓海外带来宝贵机遇。而向印度、美国、白俄罗斯的出口

额也均实现翻倍以上增速。气相色谱仪出口目的国主要为德国、新加坡、日本和俄

罗斯，除向日本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13.7%外，其余 3 国均有 10%以上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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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023 对俄出口液相色谱仪增长 3.7 倍/百万美元  图22：2023 向各国气相色谱仪出口普遍下滑/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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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行情：近两周科学仪器板块整体下跌 18%，PE TTM 下滑至 29.7X 

2.1、 行情动态：科学仪器近两周整体下跌 18%，电池测试跌幅较小 

我们基于对公司业务和产品等方面的划分，组建了目前的科学仪器行业数据库，

包括生命科学及理化分析仪器（简称“生命科学”）、电子及工业测量仪器（简称“电

子测量”）、新能源电池测试仪器（简称“电池测试”）三大板块的 37 家公司。 

纵观近两周行情表现，科学仪器板块整体下跌 18%，受市场环境影响呈现集体

回落：1）生命科学近两周下跌 17.1%； 2）电子测量下跌 19.9%，下跌幅度最大；3）

电池测试仪器相对跌幅较小，板块下跌 15.7%。（注：若非专门说明，本文讨论行情、

估值时均指近两周即 2024 年 1.16-1.31 的情况；后同） 

图23：科学仪器各板块整体下跌，电池测试下跌略缓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1）2024 年 1 月，我们根据新上市公司等情形对板块

成分进行了动态调整，目前包括了生命科学板块 19 家（增加了 6 家）、电子测量板块 14 家（增加

了 3 家）、电池测试板块维持 4 家。 2）板块涨跌幅是通过当前数据库中的个股最新市值进行加权

计算而来，近两周指 1.16-1.31，后同。3）选取 2023 年 6 月作为板块中期走势的参照时间起点。 

总市值方面，科学仪器当前整体市值 1188 亿元，其中生命科学、电子测量、电

池测试市值分别达 487 亿元、500 亿元、201 亿元，近两周市值持续下滑。 

图24：科学仪器当前整体市值 1188 亿元，各板块在此前持续反弹后，近 1 个月开始回落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展示 2023 年 6 月以来的各板块市值变化情况 

从具体公司表现来看，近两周科学仪器各领域呈现普跌，北交所生命科学公司

整体表现较好。生命科学领域 4 家北交所公司上涨，中科美菱领涨（+49%）；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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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器领域全部下跌，北交所公司跌幅较小；电池测试仪器同样全部下跌。 

表1：近两周科学仪器各领域呈现普跌，北交所生命科学公司整体表现较好 

仪器板块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近一周涨跌幅 近两周涨跌幅 2024年以来涨跌幅 近两周日均换手率 近两周振幅 
最新 PE 

TTM 

生命科学 

中科美菱 835892.BJ 9.90% 48.52% 13.59% 20.0% 78% 89.4 

驰诚股份 834407.BJ -9.19% 15.57% -12.12% 15.6% 51% 50.5 

博迅生物 836504.BJ -25.16% 15.36% -10.06% 23.8% 78% 25.7 

阿为特 873693.BJ -1.62% 7.97% -19.74% 10.1% 35% 79.3 

新芝生物 430685.BJ -10.92% -4.48% -27.89% 2.8% 19% 20.2 

钢研纳克 300797.SZ -3.31% -13.20% -18.00% 0.9% 16% 33.2 

海能技术 430476.BJ -10.16% -16.64% -32.60% 2.2% 22% 22.0 

聚光科技 300203.SZ -16.25% -17.69% -21.32% 2.3% 30% -12.7 

雪迪龙 002658.SZ -6.65% -20.30% -21.30% 1.9% 21% 22.9 

三德科技 300515.SZ -10.52% -20.95% -24.78% 1.7% 22% 21.5 

三德科技 300515.SZ -10.52% -20.95% -24.78% 1.7% 22% 21.5 

莱伯泰科 688056.SH -8.49% -21.17% -27.01% 0.8% 25% 44.7 

碧兴物联 688671.SH -12.00% -21.30% -27.58% 4.7% 22% 44.3 

蓝盾光电 300862.SZ -13.90% -23.73% -25.52% 1.8% 27% 74.0 

泰林生物 300813.SZ -12.00% -24.44% -27.61% 1.4% 28% 35.9 

禾信仪器 688622.SH -10.66% -24.92% -33.80% 1.4% 27% -22.4 

海尔生物 688139.SH -9.75% -26.75% -30.06% 0.7% 28% 18.1 

皖仪科技 688600.SH -12.95% -27.01% -32.43% 1.3% 28% 45.5 

天瑞仪器 300165.SZ -13.61% -28.74% -37.18% 3.7% 30% -26.7 

电子测量 

同惠电子 833509.BJ -16.35% -4.74% -34.64% 2.4% 23% 27.8 

基康仪器 830879.BJ -11.82% -4.86% -24.27% 2.5% 21% 17.0 

莱赛激光 871263.BJ -14.37% -10.03% -23.67% 9.3% 24% 39.7 

优利德 688628.SH -3.02% -16.28% -22.46% 1.4% 22% 21.6 

创远信科 831961.BJ -18.55% -16.46% -26.60% 3.4% 24% 58.3 

汉威科技 300007.SZ -11.57% -17.90% -32.68% 4.3% 20% 28.4 

坤恒顺维 688283.SH -7.14% -17.96% -40.84% 1.6% 22% 34.8 

鼎阳科技 688112.SH -7.68% -19.02% -27.60% 1.5% 21% 29.0 

东华测试 300354.SZ -8.73% -20.30% -26.33% 2.4% 27% 34.1 

东方中科 002819.SZ -7.74% -21.08% -4.10% 5.6% 26% 9.2 

多浦乐 301528.SZ -9.95% -22.85% -30.77% 4.5% 24% 37.4 

苏试试验 300416.SZ -13.40% -24.92% -34.89% 2.0% 26% 19.5 

普源精电 688337.SH -14.88% -24.96% -30.25% 2.1% 29% 51.3 

思林杰 688115.SH -9.78% -25.60% -34.53% 2.3% 27% -112.8 

电池测试 

武汉蓝电 830779.BJ -11.35% -4.95% -25.66% 3.2% 22% 15.8 

杭可科技 688006.SH -6.01% -12.12% -15.42% 0.7% 14% 14.5 

科威尔 688551.SH -19.66% -23.10% -18.56% 1.0% 26% 42.2 

星云股份 300648.SZ -14.96% -27.39% -32.13% 1.8% 29% -45.5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上涨，绿色代表下跌，涨跌幅以涨跌 30%达到颜色最深；各个板块内部以近两周

涨跌幅高低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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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估值动态：板块 PE TTM 29.7X，生命科学估值 35.5X 维持领先 

本期末科学仪器板块整体 PE TTM 为 29.7X。各板块 PE 方面，生命科学当前估

值最高，PE TTM 为 35.5X；电子测量 PE TTM 为 30.7X，估值有所下降；电池测试

估值相对最低，PE TTM 为 21.0X。 

图25：当前科学仪器整体 PE TTM/2022 PE 为 29.7X/29.6X，电池测试相对偏低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1）板块整体 PE 通过总市值除以归母净利润总额计算。2）板块

整体 PE 计算中剔除了异常值：一是聚光科技由于上海安谱和无锡中科光电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以及计

提商誉减值等因素导致 2022 年净利润下滑亏损，二是东方中科收购万里红公司后并表经营业绩下滑且因业绩

对赌协议在 2022 年新增 10 亿元股权公允价值，故在板块整体 PE 计算中进行剔除这两家异常公司，后同。 

科学仪器整体 PE TTM 上期末（1.15）为 36.7，本期末（1.31）为 29.7X。回顾

2023 年 6 月以来估值走势，科学仪器整体和各个细分领域从 40X 左右逐步下滑，目

前已下滑至 30X 以下，达到估值低点。目前电子测量与生命科学估值水平下探至

30-35X 左右，而电池测试板块估值中期走势弱于板块，目前长期波动在 25X 上下，

近期下探至 20X 左右。 

图26：科学仪器到达 2023 年 6 月以来 PE TTM 最低点，而电池测试板块出现估值分化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为 2023 年 6 月以来各板块整体的 PE TTM 走势，按照剔除异常值后的总值计算 

市值方面，科学仪器上市公司市值均值为 32.1 亿元，电子测量仪器公司市值中

位数较高。生命科学仪器的 19 家公司中，14 家公司市值均低于 30 亿元，整体以中

小公司为主，主要由于生命科学涵盖的赛道数量繁多、较为细分，且国内与外资仍

有较大差距，目前国内已培育了一批各个赛道的中小公司并不断在各自赛道向全球

龙头进行追赶；电子测量仪器公司接近三分之二为 30 亿市值以上，较生命科学市值

普遍更大，但缺少百亿级头部公司；电池测试仪器上市公司除杭可科技市值较高，

其他均在 40 亿以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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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科学仪器市值平均 32.1 亿元，生命科学仪器以中小公司为主，电子测量仪器市值 30 亿元以上公司达 9 家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3、 看政策：《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鼓励科学仪器及企业发展 

近期各官方机构发布重点政策：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7 部门发布《关于推动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科技项目攻关。二是工信部、发改委《制造业

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鼓励科学计量仪器的研发、标准化和企业发展等。 

表2：《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鼓励科学仪器等 

官方政策 发布方 内容 关联领域 

《关于推动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 7部门 

提出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

6大重点方向，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发挥国家实验室、全

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作用，鼓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体系化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综合 

《制造业中试创

新发展实施意

见》 

 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 

“推动中试高端化”措施提出，加快高精度测量仪器、高端试验设备等产品研

制，加强设计仿真软件攻关，将具有重大应用前景、高附加值的试验材料、高

端产品和装备优先纳入首批次材料、首台（套）装备应用指导目录；“培育优

质企业”措施提出，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能力的仪器仪

表、计量标准装置、试验检测设备、设计仿真软件等领域龙头企业；“强化标

准支撑引领”措施提出，建立健全中试标准体系并发布一批关键标准，包括模

拟仿真、 工艺工装、检验检测等关键技术标准，以及仪器仪表、中试线等试验

设备标准；“加强计量服务保障”措施提出，强化中试仪器设备的计量溯源性，

建立一批中试发展急需的高准确度、高稳定性计量标准装置和计量标准物质库，

研制专用计量测试方法和标准规范。 

综合 

《2024年市政府

工作报告重点任

务清单》 

北京市人民政

府 

深入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行动计划，集中部署集成电路、高端科学仪器、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生物育种等 9个重大专项攻坚行动。 
综合 

《北京市 2024年

重点工程计划》 

北京市发改委、

住建委 

该计划涵盖 100个重大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10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和 100个重大民生改善项目，总投资约 1.2万亿元，其中年内计划完成 2811亿

元投资。100个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项目中，包括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装置、

创新细胞技术研发平台、太赫兹科学技术中心平台等。 

综合 

资料来源：仪器信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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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公告：杭可科技、科威尔、苏试试验 2023 业绩预增 

1）公司经营管理相关公告：杭可科技、科威尔、苏试试验发布 2023 年业绩预

告，均披露业绩预增。2）资本市场、持股变动相关公告：晶华光学收到第一轮问询

函，距离上市受理仅过去约半个月，速度远快于此前北交所上市平均水平。3）投资

者交流相关公告：禾信仪器 Q-TOF 已取得销售，基康仪器提出 2024 年核心增长点

等。 

表3：经营管理相关公告：杭可科技、科威尔、苏试试验 2023 业绩预增 

关联公司 代码 日期 关键内容 

基康仪器 830879.BJ 2024/1/15 公司正式入选 2023年度第二批北京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名单 

杭可科技 688006.SH 2024/1/24 

预计 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2000万元到 92000万元，与 2022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增加 32940.56万元到 42940.56 万元，同比增加 67.14%

到 87.5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8500万元到 88500万元，

与 2022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增加 31198.55万元到 41198.55万元，同比增

加 65.96%到 87.10%。 

苏试试验 300416.SZ 2024/1/25 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增 10%-20%。 

科威尔 688551.SH 2024/1/25 

预计 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00.00万元到 11500.00万元，与 2022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277.54万元到 5277.54 万元，同比增加 68.74%到

84.81%。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00.00万元到 10400.00

万元，与 2022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927.99 万元到 5927.99万元，同比

增加 110.20%到 132.56%。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4：资本市场变动相关公告：晶华光学收到第一轮问询函，距离上市受理仅过去约半个月 

关联公司 代码 日期 关键内容 

晶华光学 874232.NQ 2024/1/16 收到一轮问询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5：投资者交流公告：禾信仪器 Q-TOF 已取得销售等 

关联公司 代码 关键内容 

禾信仪器 688622.SH 

公司近些年在研发上的加速投入，目前已基本实现质谱主流技术路线的全覆盖，也基本触及各大应用领域，

下一步的研发目标主要为产品的不断升级迭代提升性能及产品质量、拓展产品应用领域。此外，公司研发

的新一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系列)，目前研发进展顺利，预计 2024年将推向市场。 

  同时，公司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Q-TOF)于 2023年 5月份正式推向市场，目前已累计实现多

台销售。在发展规划方面，未来 3-5年，公司希望实现主流产品的全覆盖，继续深耕环境监测、医疗健康、

实验室方向，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及建设投资能力。 

鼎阳科技 688112.SH 

公司数字示波器仅用 2年时间实现带宽从 2GHz到 4GHz的升级，频谱分析仪仅用 2年时间实现最高测量频

率范围从 7.5GHz到 26.5GHz的升级，矢量网络分析仪仅用 2年时间实现最高测量频率范围从 8.5GHz到

26.5GHz的升级，射频微波信号发生器仅用 1年时间实现最高输出频率从 20GHz到 40GHz的升级。2023年，

公司共计发布 7款新品，包括 SDS1000XHD 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及升级款等等。 

基康仪器 830879.BJ 2024年公司增长点：公司将坚定不移做专做精主业，持续深耕水利、能源、交通、智慧城市等行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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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行业稳步增长，并提质增效，提升存量项目盈利能力，提升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认知度及公司产品的

市占率，不断筑牢技术和市场的护城河。与此同时，公司将紧跟行业发展新趋势，培育新业务增长点。除

公司原有的水利、能源板块外，国家水网建设规划及万亿国债项目实施过程中，水利信息化方面的市场需

求，将成为公司 2024年新的增长点；交通行业方面，全国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公路桥梁隧道结构实时监

测项目，也将成为公司 2024年重要的新兴增长点之一。 

现有铁路和高层建筑的安全监测需求尚不明显。但随着铁路和高层建筑的服役年限增加，相关的安全监测

规范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与此相关的安全监测市场需求也将逐步释放。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5、 看新闻：2023 年仪器仪表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4%，多家外资 2023 财报披露 

1） 国内厂商要闻：金域医学布局实验自动化设备，依利特入围第三批国家高

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2）行业方面：2023 年仪器仪表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4%，

美中特别委员会提议涉及多家中国生物公司。3）外资方面：赛默飞、丹纳赫等外资

2023 财报披露，业绩整体承压但仪器类业务表现相对更好。4）一级市场方面，微流

控蛋白组学设备厂商奥素科技近期获得近亿元 A 轮融资。 

表6：国内仪器公司新闻：金域医学布局实验自动化设备，依利特入围第三批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等 

公司新闻 关联方 内容 关联领域 

北分瑞利推出国产高

端 GC及 IC-AFS新品 
北分瑞利 

2024年 1月 29日，北京北分瑞利分析仪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青岛

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发布国产高端气相色谱仪（GC）、离子色谱

-原子荧光联用仪（IC-AFS）两款新品。 

生命科学 

镁伽科技与金域医学

成立合资公司 

镁伽科技、金域

医学 

1月 24日，镁伽科技与金域医学宣布成立合资公司——伽域合智。双方将

共同开发行业标杆级的医学检验实验室自动化创新解决方案，打造智慧医

检实验室。 

生命科学 

禾信仪器发布 LC-TQ 

5200Plus 质谱新品 
禾信仪器 

1月 18日禾信仪器全新一代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LC-TQ 5200Plus 新品

发布会，在禾信质谱产业化基地举行。 
生命科学 

依利特入围第三批国

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

准化试点 

依利特 

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第三批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

公示名单，101个项目入选，“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

造业（智能检测仪器）标准化试点”入选。 

生命科学 

资料来源：仪器信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7：行业要闻：2023 年仪器仪表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4%，美中特别委员会提议涉及多家中国生物公司等 

行业新闻 内容 关联领域 

国家统计局：2023

年仪器仪表行业营

收 10112.2亿元，

同比增长 4%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情况。其中，仪器仪表制造

业的营业收入为 10112.2亿元，同比增长 4%，利润总额为 1049.9，同比增长 2.3%。 
综合 

美中特别委员会提

议涉及华大智造等

多家中国生物公司 

美中特别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R-WI）和高级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D-IL）提出

了一项法案，以“确保外国生物技术公司无法获得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一旦颁布，该立

法将“限制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外国对手生物技术公司，包括华大基因集团及

其子公司华大智造和 Complete Genomics，以及另一家中国-公司药明康德”。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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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酶标仪中标

盘点：美谷分子、

帝肯和安捷伦市占

超 6成 

仪器信息网对 2023年“酶标仪”采购项目的中标信息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共搜集 335条有

效中标信息，552台仪器，涉及金额约 0.77亿元。同比 2022年，酶标仪中标数量下降 9.95%，

总金额下降 16.43%。 

生命科学 

资料来源：仪器信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8：外资公司资讯：赛默飞、丹纳赫等外资 2023 财报披露，业绩整体承压但仪器类业务表现相对更好 

外资新闻 关联方 内容 关联领域 

2023年赛默飞营收

428.6亿美元，同比

下降 5% 

赛默飞 

赛默飞发布财报：第四季度营收为 108.9亿美元，同比下降 5%。核心有机收入

下降 4%。全年营收为 428.6亿美元，同比下降 5%。核心有机收入增长 1%。按

业务划分：生命科学解决方案部营收 99.77亿美元，与 2022年同期 135.32亿

美元相比，同比下降 26.3%；分析仪器部营收 72.63亿美元，同比增长 9.6%；

专业诊断部营收 44.05亿美元，同比下降 7.5%；实验室产品和生物制药服务部

门营收为 230.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生命科学 

丹纳赫公布 2023年

营收，CEO看好中国

市场 

丹纳赫 

2023年全年，丹纳赫的收入同比下降近 11%，核心收入下降了 10%，从 2022年

的 266.4亿美元降至 238.9亿美元生命科学的基础业务出现了个位数的跌幅，

仪器业务下降了个位数。制药和生物制药客户的投资水平受到限制，特别是在

中国和北美，但学术和生命科学研究终端市场持续增长。分部门看，生命科学

的收入增长近 2%，达到 71.4亿美元。诊断收入从 108.5亿美元下降近 12%，至

95.8亿美元，而生物技术收入从 87.6亿美元下降 18%，至 71.7亿美元。 

生命科学 

赛多利斯 2023年报

出炉：销售收入下降

16.6% 

赛多利斯 

2023年赛多利斯业绩与预期相符，销售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下降了 16.6%，受

影响于高端生物分析系统的投资明显减少，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制药实验室。

2024年预计业绩将逐步恢复。 

生命科学 

梅特勒：因物流运输

意外延误，Q4销售额

未达预期 

梅特勒 

梅特勒托利多宣布，2023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和调整后每股收益将低于此前发

布的指引，原因是与一家新的外部欧洲物流服务提供商合作的意外运输延误，

公司预计 2024年第一季度将基本恢复。 

生命科学 

安捷伦上海制造中心

拓展升级暨智能工厂

落成 

安捷伦 
1月 18日，安捷伦科技公司在上海外高桥新发展园区内举行了“新智造，新征

程”上海制造中心拓展升级暨智能工厂落成典礼。 
生命科学 

布鲁克收购实验室自

动化厂商 Chemspeed 
布鲁克 

2024年布鲁克已官宣 3笔仪器收购案，1月 25日布鲁克再次官宣，收购全球知

名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厂商 Chemspeed。 
生命科学 

因业务调整，尼康仪

器上海公司注销 
尼康仪器 

2024年 1月 26日，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由存续变更为注销。原因系尼

康精机（上海）吸收合并了经营显微镜、测量仪、检查设备等业务的尼康仪器

（上海）有限公司，以建立起为客户提供各种综合解决方案的新体制，进一步

强化公司内外合作，持续响应客户各种需求。 

生命科学 

资料来源：仪器信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一级市场方面，微流控蛋白组学设备厂商奥素科技近期获得近亿元 A 轮融资。 

表9：一级市场动态：微流控蛋白组学设备厂商奥素科技近期获得近亿元 A 轮融资 

标的 领域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主营业务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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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素科

技 

生命

科学 

鲁信创投领投，老股东

启明创投、线性资本、

同创伟业等持续加码 

近亿元 A轮

融资 

单细胞蛋

白组学前

处理工具 

奥素科技成立于 2021年，具有全球领先的有源数字微流

控液滴操控平台，在两年多时间内已连续获得四轮融资，

股东包括诸多顶级 VC及知名产业投资人。公司推出的第

一款商业化产品 Boxmini™  SCP，是全球首款全流程微

流控片上单细胞蛋白组学样本前处理工具。 

资料来源：仪器信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下行、行业政策变化、自主替代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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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4（中高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

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

为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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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