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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工程机械：2023年50强工程机械主机厂总销售额维持增长，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增加。英国

《国际建设》杂志近期公布Yellow Table2024全球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商50强榜单（基于

2023财年收入进行编制）。尽管外部需求有所波动，但由于工程机械行业份额向头部集中、

高空作业平台等新品类带动，2023年50强工程机械主机厂实现总销售额2434亿美元，同

比增长5.5%。从榜单排名看，卡特彼勒、小松、约翰迪尔位居前三，分别占50强企业销售

额的16.8%/10.4%/6.1%。徐工机械位列全球榜单第四、中国入榜企业第一，销售份额为

5.3%。50强榜单中，共有13家中国企业，较去年增加3家。临工重机、同力重工、星邦智

能为新上榜的中国企业，分别位列第34/43/50位。 

产品出海稳步推进，中国企业表现稳健。按2023财年销售额计，50强榜单中，中国入榜企

业销售份额合计达17.2%，较去年同期下滑1.0pct，但仍居于前三阵营。在国内市场相对

承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拓展力度，平稳应对周期波动，业绩整体保持稳健。行

业龙头三一重工、徐工机械、中联重科2023年海外营收分别为432.58/372.20/179.05亿元，

占营业总收入（包含其他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58.44%/40.09%/38.04%，国际化业务已

经成为重要营收来源。随着产品结构优化，电动化、智能化产品有望在海外市场迎来突破。

高频数据更新：（1）小松挖机开工小时数同比回升，下游需求有望改善。2024年5月，小

松中国区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101.1小时，同比增长1.0%，增速转正，反映整体国内终端

开工情况有所修复。此外，以小松为代表的日系品牌以存量市场为主，开工小时数回升或

反映中高端产品的应用需求改善。结合此前《今日工程机械》5月流通市场监测调研结果，

小挖销售景气度相对较好。各细分市场高频数据释放出不同程度的边际修复信号。（2）5

月叉车品类表现较好。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24年5月销售各类叉车110446台，

同比增长10.2%。其中国内72428台，同比增长9.9%；出口38018台，同比增长10.7%。 

 机器人：Tesla股东大会公布人形机器人新进展，应用市场可观。人形机器人Optimus仍处

于验证阶段，目前有两台人形机器人应用在特斯拉加州工厂，主要从事将电池单元从产线

末端取下并装运的工作。马斯克预计，2024年底至2025年初，Optimus会完成新一轮硬件

改版，并且在2025年进入限量生产阶段，届时或有超过1000台Optimus机器人在工厂内试

运行。展望长期，马斯克预计，人形机器人潜在市场规模或超100亿台。按照其假设，未

来单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成本有望压缩至约1万美元，售价有望达到2万美元。 

 期待灵巧手方案更新，自由度将提升至22个。马斯克表示，下一代Optimus灵巧手有望迎

来升级，由11个自由度提升至22个自由度。若未来成熟的灵巧手方案得以广泛应用，或有

望明显拉动对空心杯电机等微特电机的需求。人形机器人研发较为前沿，特斯拉从零开始

对电机、齿轮箱、变速器、通信系统等核心要素进行设计，有望推动供应链共同进步，积

累较强的技术壁垒。 

 投资建议：1、工程机械：关注产品矩阵丰富、积极海外拓展的工程机械龙头，如徐工机

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2、机器人产业链：关注布局核心零部件技术研发的公司，如

三花智控、鸣志电器、兆威机电、绿的谐波、五洲新春、东华测试等。 

 风险提示：宏观景气度回暖弱于预期、核心技术突破进度不及预期、政策落地进度不及预

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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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机械跟踪：13 家中国企业入榜全球 50 强，

小松中国区挖掘机开工情况好转 

1.1. Yellow Table 2024 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商 50 强发布 

全球工程机械 50 强发布，新上榜三家均为中国企业。近日，英国《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杂志 Yellow Table 2024 全球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商 50 强名单发布，2023 年

50 强主机厂商总销售额达 2434 亿美元。其中，卡特彼勒、小松、约翰迪尔位居前三，分别

占前 50 强销售额的 16.8%/10.4%/6.1%。徐工机械位列全球榜单第四、中国入榜企业第一，

销售份额为 5.3%。临工重机、同力重工、星邦智能三家中国企业新上榜，分别位列 34/43/50

位。 

图1  Yellow Table2024 全球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商 Top10 销售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公开资料整理，东海证券研究所 

注：此处的销售份额占比指占 50 强榜单总销售额的比例。 

 

产品出海稳步推进，中国企业表现稳健。13 家中国企业位居榜单前 50，较去年增加 3

家。50 强榜单中，中国企业销售额份额累计达 17.2%，较去年同期下滑 1.0pct，但仍居于

前三阵营。在国内市场仍有承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拓展力度，平稳应对周期波动，

业绩整体保持稳健。行业龙头三一重工、徐工机械、中联重科 2023 年海外营收分别达

432.58/372.20/179.05 亿元，海外收入占营业总收入（包含其他业务收入）比重达

58.44%/40.09%/38.04%，国际化业务已经成为重要营收来源。随着出海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产品有望在海外市场迎来突破。随着龙头公司加大海外生产基地建

设，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海外市场有望持续贡献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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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部分中国工程机械企业 2023 年海外营收、占比及增速 

 
资料来源：同花顺，东海证券研究所 

 

表1  入围 Yellow Table2024 TOP50 的中国企业 

 2024Yellow Table 全球排名 销售占比（%） 

徐工机械 4 5.3% 

三一重工 6 4.2% 

中联重科 12 2.4% 

柳工 19 1.6% 

山推股份 31 0.6% 

中国龙工 32 0.6% 

临工重机 34 0.6% 

铁建重工 37 0.4% 

浙江鼎力 39 0.4% 

山河智能 41 0.3% 

同力重工 43 0.3% 

雷沃重工 49 0.3% 

星邦智能 50 0.2%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慧聪工程机械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注：此处的销售份额占比指占 50 强榜单总销售额的比例。 

 

北美厂商市占率略有提升，卡特彼勒龙头地位稳固。受益于北美地区市场需求旺盛，以

卡特彼勒为代表的北美厂商营收占比有所提升，占比从 27.2%上升到 29.9%。2023 年卡特

彼勒实现营收 410 亿美元，占 50 强份额达 16.8%，较 2023 年提升 0.5pct，进一步巩固榜

单第一的地位。日系品牌占比 19.9%，较去年出现下滑，加藤、爱知和古河跌出最新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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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Yellow Table2024 主要区域入榜企业销售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慧聪工程机械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1.2. 高频数据更新：工程机械景气度持续修复 

小松中国区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同比回升，下游需求有望企稳。2024 年 5 月，小松中国

区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101.1 小时，同比增长 1.0%，增速转正，反映出整体国内终端开工

情况有所修复。此外，以小松为代表的日系品牌以存量市场为主，产品集中在中高端，开工

小时数回升或反映以中大挖为代表的应用需求回暖。结合此前《今日工程机械》5 月流通市

场监测调研结果，小挖销售景气度相对较好。各类型细分市场高频数据均释放不同程度的积

极信号，行业景气度有望迎来整体修复。 

图4  小松中国区挖掘机开工小时数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5 月行业主要产品销售数据公布，叉车、平地机、压路机等细分品类表现较好。据中国

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24 年 5 月主要企业销售各类叉车 110446 台，同比增长 10.2%；

其中，国内 72428 台，同比增长 9.89%；出口 38018 台，同比增长 10.7%。5 月销售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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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机 671 台，同比增长 3.39%；销售各类压路机 1358 台，同比增长 0.22%。5 月销售各

类高空作业车 444 台，同比下降 1.11%；其中，国内 434 台，同比下降 2.47%；出口 10 台，

同比增加 6 台。 

2.行业动态 

Tesla 股东大会公布人形机器人新进展，量产进度略低于市场预期 

量产进度略低于市场预期。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仍处于验证阶段，目前有两个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应用在特斯拉加州工厂，主要从事将电池单元从产线末端取下并装运的工作。马

斯克预计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Optimus 会完成新一轮硬件改版，并且在 2025 年进入限

量生产阶段。据马斯克披露，届时或有超过 1000 台 Optimus 机器人在工厂进行试运行。 

人形机器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马斯克预计，长远来看，人形机器人和人类的比例或有

望超过 1:1，潜在市场规模或超 100 亿台。按照马斯克假设，在达到极高生产规模的条件下，

人形机器人的生产成本有望压缩至约 1 万美元，售价有望达到 2 万美元。 

期待灵巧手方案更新，自由度将提升至 22 个。马斯克表示，下一代 Optimus 灵巧手有

望迎来升级，由 11 个自由度提升至 22 个自由度。若未来成熟的灵巧手方案得以广泛应用，

或有望明显拉动对空心杯电机等微特电机的需求。人形机器人研发较为前沿，特斯拉从零开

始对电机、齿轮箱、变速器、通信系统等核心要素进行设计，有望推动供应链共同进步，积

累较强的技术壁垒。 

（信息来源：特斯拉股东大会，东方财富网，光明网，文汇报） 

杰克股份发布新品 

6 月 16 日，杰克股份 2024 全球新品发布会在广州长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在发布

会上，公司隆重推出了全新产品——“过梗王”智能包缝机，并展示了其在厚、薄、弹、硬四

种不同极限面料上的连续缝纫效果。据介绍，“过梗王”智能包缝机拥有的闪电变压和灵犀

送布两大核心技术，会根据运算参数执行指令。根据厚梗、薄梗、弹梗、硬梗的不同波动，

即刻调整压布力，精准输出送布力，精度控制在 0.01N.m，综合扭矩高达 9.2N.m。 

（信息来源：证券日报网，同花顺） 

3.行情回顾 

本周沪深 300 指数跌幅为 0.91%，机械设备行业涨幅为 0.54%，机械设备板块跑赢沪

深 300 指数 1.45 个百分点，在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8。子板块中，自动化设备涨

幅居前，上涨 2.96%，轨交设备Ⅱ跌幅居前，下跌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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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本周申万一级行业各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6  本周申万机械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4.风险提示 

宏观景气度回暖弱于预期。机械设备制造业与宏观、市场整体景气度高度相关，若经济

增长放缓，市场需求或受到影响。 

核心技术突破进度不及预期。国内机械行业龙头处于冲刺中高端市场的关键期，国外厂

商在细分领域具备技术优势，若国内核心技术突破进度不及预期，可能面临较大竞争压力。 

政策落地进度不及预期。国家陆续出台关键技术领域“补短板”“国产替代”等扶持政

策，具体政策细则仍待关注。若相关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可能产生较大冲

击。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机械设备行业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若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可

能会向下游传导成本压力，国产厂商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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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市场指数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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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指数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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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配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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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强于沪深 300 指数在 5%—15%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5%—5%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弱于沪深 300 指数 5%—15%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弱于沪深 300 指数达到或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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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分析师本人及直系亲属与本报告中涉及的内容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 

三、免责声明：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研究所及研究人员认为合法合规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的资料，但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仅

反映研究人员个人出具本报告当时的分析和判断，并不代表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本公司可能发表其他与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可能因时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与事实不完全一致，敬请关注本公司就同一主题所出具的相关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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