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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宏加工顺应工业自动化趋势，控制系统是产业链最优环节 

——激光加工行业专题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 

投资要点 

➢ 激光宏加工优势显著，受益工业自动化改造趋势 

相较传统加工方式，激光切割和焊接等宏加工方式具有柔性化加工、加工质

量好和效率高等优点，推动渗透率持续提升。工业自动化改造趋势下，激光设

备可接入MES等生产管理系统，成为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的输出触点。从行

业周期看，宏加工属于通用制造业，2024年行业有望保持稳健增长。 

➢ 激光器推动切割渗透率提升，控制系统卡位最优 

激光器是激光切割渗透率提升的最大推力。首先激光器国产替代趋势下，国

产厂商通过价格战抢份额，激光器降价提升设备性价比；其次激光器功率的

持续提升使设备的厚板切割能力更强。控制系统是激光切割设备的“大脑”。

而从设备价值占比看，数控系统仅占设备成本的1-5%，但具有较高技术壁垒，

对加工质量影响大。因此下游设备厂商和终端用户对数控系统的价格相对不

敏感，该环节无激烈的价格竞争，并享有较高毛利率。 

➢ 通用焊接受益机器换人，控制系统仍是核心 

非标化焊接场景大有可为，控制系统依然是关键。如钢结构行业中，钢结构件

形状各异，难以照搬汽车等行业中的自动化焊接产线，更适合采用智能焊接

机器人，而非标化焊接的难点就在于控制系统。从底层技术看焊接控制系统

与激光切割控制系统具有一定共通性。目前柏楚电子等公司已在该领域布局

较多。根据我们测算2025年钢结构件焊接机器人市场空间为196亿元，若焊

接机器人暂时只用于部分简单钢结构件的焊接，假设这部分占总产量的30%，

则焊接机器人市场空间在60亿元。 

➢ 投资建议 

控制系统是保证激光加工质量的关键。激光切割受益激光器功率提升及降价

趋势，渗透率持续提升，控制系统作为产业链中卡位最好的环节，兼具高壁

垒和高附加值优势，有望充分受益激光切割行业发展。非标焊接应用前景远

大，自动化焊接系统与激光切割控制系统具备底层技术的共通性，看好柏楚

电子等公司对该领域的拓展，有望持续打开成长空间。 

建议关注：柏楚电子。 

➢ 风险提示 

下游行业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竞争格局恶化的风险，国产替代不及预期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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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光宏加工优势显著，受益工业自动化改造 

激光宏加工包括激光切割、激光焊接和激光打标等。激光宏加工的原理即利用激光器输出高

密度、高能量的激光束照射在材料上，使材料发生蒸发、融化等热反应，最终实现切割、焊

接和打标等目的。 

图 1：激光宏加工工艺图例 

激光切割 激光焊接 激光打标 

   

资料来源：锐科激光官网，联赢激光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激光加工方式较传统加工在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具体体现在：1）激光加工柔性化程度高，

通过数控系统即可灵活控制激光器加工轨迹，适用于小批量、定制化等生产场景；2）激光

加工方式加工效率快，系激光器具有高功率密度；3）激光加工加工精度高，系激光器光束

高聚焦，并和精密数控系统相配合；4）此外激光加工还具有热影响小、加工质量好等优点。 

表 1：激光切割具有柔性度高、加工效率快和加工精度高等特点 

切割方式 适用范围 切割厚度 切割速度 切割精度 切缝宽度 投入成本 

激光切割 金属/非金属 0-40mm 非常快 ±0.2mm 0.5mm 设备成本高 

水切割 金属/非金属 0.8-100mm 慢 ±0.1mm 0.8-1.2mm 
设备 / 使用

成本较高 

等离子切割 金属 0-120mm 较慢 ±1mm 1-2mm 

设 备 成 本

低、使用成

本较高 

线切割 金属 40-60mm 快 ±0.02mm 0.1-0.2mm 

设 备 成 本

低、使用成

本高 

冲床/剪床 金属 仅适用于 0-2mm 的超薄板材料加工，加工柔性度差 

资料来源：金属加工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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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激光焊接具有焊接质量高、焊缝深和热形变小等优点 

焊接方式 适用材料 深宽比 功率密度（W/cm2） 热形变 焊接质量 

激光焊接 金属/非金属 <10 10K-100M 极小 
质量高;单面焊降低

重量，焊接强度高 

电阻焊接 金属 <2 100K-1M 显著 
双面焊增加重量 ,焊

接强度低 

电弧焊 金属 <2 1-100K 显著 
焊接点/缝大，增加

重量，焊接强度低 

电子束焊

接 
金属/非金属 <30 1-100M 极小 

质量高；但是过程复

杂，需要真空和消磁 

资料来源：联赢激光招股说明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数控系统是激光加工设备的大脑。激光器性能、数控系统和终端加工工艺是决定加工质量的

关键。而从设备价值占比看，数控系统的价值占比较小，以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6000W）

为例，数控系统价值占比约为 1-5%，但却具有较高技术壁垒，对加工质量影响大。因此下

游设备厂商和终端用户对数控系统的价格相对不敏感，该环节无激烈的价格竞争。 

图 2：激光加工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森峰科技招股说明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工厂自动化改造推动激光加工渗透率提升。激光加工对传统加工方式的替代驱动力除了其自

身优异的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外，也受益于工厂的自动化改造趋势。以柏楚电子官微的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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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行业自动化改造案例为例，在引入激光切割/焊接设备的同时导入工厂 MES 系统，实现各

类型设备网上互联，统筹下单-排料-生产管理，实现生产效率的大大提升。未来在钢构件、

船舶制造等行业都有复刻上述模式的可能。 

图 3：以激光加工设备为触点输出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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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光切割持续渗透，控制系统是最优环节 

1.激光器功率持续提升，价格战提升设备性价比 

激光切割较传统切割方式在加工效率等方面显著，之前影响渗透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是：1）

设备初始投资成本高；2）厚板切割不如等离子、火焰切割等传统加工方式。目前在激光器

降价带动设备降价和功率提升两大驱动力下，未来激光切割渗透率将持续向上提升： 

◆ 激光器持续降价：激光器占设备成本的 20-30%，价格显著影响设备成本。此前国内激

光器市场被 IPG 等进口品牌垄断，价格高昂导致一台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价格在数百

万元。锐科激光、创鑫激光等国产品牌崛起后，价格战成为重要提份额手段，带动激光

切割设备价格下降。根据森峰科技公告，2022 年一台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平均售价在

76 万元。 

图 4：设备商采购激光器价格持续下降 图 5：价格战推动激光器国产厂商份额提升 

  

资料来源：森峰科技公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 激光器功率提升：激光器性能和功率是决定切割材料厚度和效率的重要因素。参考锐科

激光官微资料，在切割 50mm 厚的碳钢时，30kW 激光器切割效率相比 20kW 激光器

可提升 200%以上。目前 60kW 激光器已可切割 70mm 厚度以上碳钢。2023 年 9 月

19 日上海工博会期间，锐科激光已发布国内首款 120kW 光纤激光器，持续助力激光

切割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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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锐科激光发布国内首台 120kW 光纤激光器 图 7：激光器功率提升拓展切割厚度和切割效率 

 
 

资料来源：锐科激光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锐科激光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注：上图案例中碳钢切割工况是 O2、正焦，不锈钢切割工况是 N2 

2.控制系统：卡位最优，兼具高附加值和高壁垒 

控制系统是激光切割机床的“大脑”。一个完整的激光切割流程包括零件图绘制、图形处理

排版、图形加工代码生成、控制加工等流程。其中需要用到 CAD、CAM、NC、传感器和硬

件设计等运动控制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激光切割控制系统是切割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壁

垒高却只占设备成本的 0-5%，因而享有优渥的毛利率和竞争格局。 

图 8：竞争格局差异显著影响产业链各环节公司的盈利状况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招股说明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按激光切割设备功率划分，通常将 0-6kW 定义为中低功率，而>6kW 定义为高功率。根据

柏楚电子及《激光行业研究报告》内容，我们假设 2024-2025 年国内中低功率控制系统销

量分别为 7.0 和 7.7 万套，销售价格稳定在 1.5 万元/套。则预测下 2024-2025 年国内中

低功率控制系统市场空间分别为 10.5 和 1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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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国内中低功率控制系统市场空间测算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国内中低功率系

统销量（万套） 
2.3 2.8 3.4 4.2 6.2 5.0 6.3 7.0 7.7 

同比（%） 60% 24% 21% 24% 48% -19% 26% 11% 10% 

销售单价（万元）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市场空间（亿元） 3.4 4.2 5.1 6.3 9.3 7.5 9.5 10.5 11.6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招股说明书，《激光行业研究报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根据柏楚电子及《激光行业研究报告》内容，我们假设 2024-2025 年国内高功率控制系统

销量分别为 4.0 和 5.2 万套，销售价格稳定在 3.7 万元/套。则预测下 2024-2025 年国内

高功率控制系统市场空间分别为 14.8 和 19.2 亿元。 

表 4：国内高功率控制系统市场空间测算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国内高功率系统

销量（万套） 
0.5 0.6 0.7 1.3 2.0 1.9 3.0 4.0 5.2 

同比（%） 45% 25% 17% 86% 54% -5% 58% 33% 30% 

销售单价（万元） 7.8 7.3 6.5 5.9 5.0 4.3 3.7 3.7 3.7 

市场空间（亿元） 3.7 4.4 4.6 7.6 10.0 8.2 11.1 14.8 19.2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招股说明书，《激光行业研究报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从国内激光切割控制系统竞争格局看，中低功率控制系统市场已基本实现国产替代，高功率

控制系统市场国产替代仍是进行时。 

1） 柏楚电子 2023 年在中低功率控制系统市占率为 58%，剩余份额基本由维宏股份和奥森

迪科等国产公司占据；控制系统的技术要点在于控制精度&反馈速度、工艺积累（切割

参数设置）和加工稳定性（长时间加工不停机）。国产品牌最初的优势在于性价比和操

作便捷，并在技术端逐步完善。从产品模式看，柏楚电子是封闭式系统，而维宏股份等

则开放二次开发接口。 

2） 柏楚电子 2023 年在高功率控制系统市占率为 29%，市场大头仍由德国倍福、PA 和西

门子等国外厂商占据。高功率控制系统对控制精度&反馈速度和工艺积累要求更高，因

此除底层技术门槛外，用户端数据积累也是一大壁垒，也是目前国产份额仍较低的原因。

在用户端的持续反馈和系统调教后，我们看好国产份额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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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国内中低功率控制系统市场已基本实现国产替代 图 10：国内高功率控制系统市场国产替代持续推进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年报，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年报，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注：柏楚电子市占率测算中，中低功率控制系统收入取板卡系统+随动系统之和，高功率控制系统收入取总线系统收入 

三、通用焊接受益机器换人趋势，控制系统仍是核心 

非标化焊接场景大有可为，控制系统依然是关键。如钢结构行业中，钢结构件形状各异，难

以照搬汽车等行业中的自动化焊接产线，更适合采用智能焊接机器人，而非标化焊接的核心

就在于控制系统和 3D 视觉等传感器件。 

图 11：通过 3D 视觉识别钢结构件的形状 图 12：控制焊接机器人、变位器等 17 轴完成钢结构件焊接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公众号，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智能焊接的难点在于焊缝识别、焊接轨迹规划和焊缝质量跟踪上，而对应的底层技术主要是

CAD、CAM、NC、硬件设计技术和传感器（视觉）。从底层技术共通性看与激光切割控制

系统具有一定共通性，而主要差别在于增加了对视觉传感器的需求，以及运动控制中的焊接

轨迹规划。 

柏楚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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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从焊接流程看控制系统底层技术与激光切割控制系统具有共通性 

 

资料来源：柏楚电子定增募集说明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钢结构件行业目前仍以人工焊接为主，存在工作环境恶劣、焊接工人老龄化等问题。而年轻

人往往不愿从事钢结构件焊接工作。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数据，2022 年我国钢结构件产量

为 10180 万吨，智能焊接机器人潜在需求巨大。 

图 14：我国是钢结构产量大国，对智能焊接机器人潜在需求大 

 

资料来源：统计局，中国钢结构协会，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基于以下假设，我们测算到 2025 年钢结构件焊接机器人市场空间为 196 亿元，若焊接机

器人暂时只用于部分简单钢结构件的焊接，假设这部分占总产量的 30%，则焊接机器人市

场空间在 60 亿元。 

⚫ 基本假设： 

1）2023-2025 年我国钢结构产量年均增速为 5%； 

2）单个焊工一年焊接量为 400 吨，一个焊接机器人可以替换三个焊工； 

3）单台焊接机器人的价格在 20 万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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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钢结构行业智能焊接机器人市场空间测算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钢结构产量（万吨） 9700 10180 10689 11223 11785 

YOY（%） 

 

5% 5% 5% 5% 

焊工焊接量（吨/年） 400 400 400 400 400 

焊工需求量（万人） 24.25 25.45 26.72 28.06 29.46 

机器换人率（人/机器人） 3 3 3 3 3 

焊接机器人需求量（万套） 8.08 8.48 8.91 9.35 9.82 

单套价格（万元） 20 20 20 20 20 

市场空间（亿元） 162 170 178 187 196 

资料来源：中国钢结构协会，柏楚电子公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此外智能焊接机器人在船舶制造和重工等行业均有望应用。而钢结构行业只是目前进展较快

的一个行业，根据柏楚电子公告，公司已和宏宇重工、八方钢构和中建钢构等公司签署意向

购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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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公司 

1.柏楚电子 

公司是国内激光切割控制系统龙头。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早年产品包括三维点胶控制系统，

从 2012 年开始进入激光切割领域。公司具备 CAD、CAM、NC、传感器和硬件设计技术五

大运动控制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支撑公司持续拓宽成长空间。目前公司在激光切割领域已

形成控制系统+切割头的闭环方案，并积极拓展智能焊接和超快激光加工领域。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81 亿元，同比增长 40.31%；归母净利润为 1.94 亿元，

同比增长 46.55%。 

图 15：2019-2024 年第一季度柏楚电子营收情况 图 16：2019-2024 年第一季度柏楚电子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公 司 板 块 系 统 / 随 动 系 统 / 总 线 系 统 / 其 他 收 入 / 切 割 类 营 收 占 比 分 别 为

27%/12%/23%/14%/24%。其中 “板卡系统+随动系统”主要为中低功率控制系统；而

总线系统主要为高功率控制系统，目前公司在高功率领域已形成“控制系统+切割头”的闭

环解决方案，“总线系统+切割类”业务保持高速增长。其他收入包括套料软件及配套硬件。

2024 年 Q1 公司毛利率/净利率为 79.3%/53.8%，盈利能力优势。 

图 17：2019-2024 年第一季度柏楚电子盈利能力情况 图 18：2019-2023 年柏楚电子业务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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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万得一致盈利预测 

公司 代码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总市值

（亿元） 2023E 2024E 2025E 2023E 2024E 2025E 

柏楚电子 688188.SH 9.9 13.2 17.7 35.6 26.8 20.0 355 

资料来源：Wind 一致预期（2024/07/10），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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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建议 

1.建议关注 

控制系统是保证激光加工质量的关键。激光切割受益激光器功率提升及降价趋势，渗透率持

续提升，控制系统作为产业链中卡位最好的环节，兼具高壁垒和高附加值优势，有望充分受

益激光切割行业发展。非标焊接应用前景远大，自动化焊接系统与激光切割控制系统具备底

层技术的共通性，看好柏楚电子等公司对该领域的拓展，有望持续打开成长空间。 

建议关注：柏楚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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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下游行业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 

竞争格局恶化的风险；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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