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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解一惑系列     

AI 助力苹果“换机潮”，果链设备受益 
 

 2024 年 07 月 21 日 

 

➢ 本周组合：巨星科技、中国中车、中国船舶、精测电子、北方华创 

➢ 随着 AI 功能的引入，2025 年苹果有望进入换机周期。1）根据公司财报，

苹果手机 2015 年、2018 年、2021 年是销售额增速较高的年份，主要系产品发

生了性能/技术/外观上的重大变化，约 3 年一周期，而随着产品外观、硬件的大

幅改动减少，换机周期拉长。根据 CIRP 调研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高达

71%的 iPhone 用户旧设备已经使用了超过两年时间，而 2020 年这一比例分别

为 63%。此前推迟的换机需求有望逐步于下半年及明年释放 2）苹果 AI 功能正

式引入，可能吸引更多想要应用 AI 功能的用户更换旧机。软件方面，6 月苹果首

个生成式 AI 大模型 Apple Intelligence 正式登场，Apple Intelligence 只能用

于 iPhone 15 Pro 或更高版本机型；外观方面，2025 年苹果有望发布轻薄款

iPhone 17 Slim。 

➢ 苹果新品潜在变化方向：显示：OLED+折叠屏；手机摄像头、麦克风等配合

AI 功能进行硬件提升；电池、充电功能提升。1）随着 OLED 在 iPad 及 iPhone

等领域渗透率逐步提升，相关产线需求有望增长，京东方率先扩产 8.6 代线，其

他头部厂商也陆续发布扩产规划，2025 年有望成为 OLED 产线扩产热年，相关

设备订单招标或将于今年下半年及明年启动。2）手机有望延续在 15 pro 系列上

的硬件变化，或进一步升级，摄像头、麦克风等环节的变化可能带来组装/测试环

节的设备升级需求，而手机中框/背板等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机加工设备的需求

变化。3）苹果无线充功率或提升，考虑 AI 功耗及散热因素，电池或替换为钢壳

电池。 

➢ 3C 设备有望受益于三大逻辑：销量增长带来的扩产；新机的硬件变化/新产

品的需求；自动化水平提升。1)产能扩张：出货量增长带来的扩线需求，新建产

能自动化水平可能要求更高，单条产线投资额提升+产线条数增加；2)苹果硬件

迭代+新产品推出+新技术应用，苹果在折叠屏、AI 功能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

等领域有望推出新产品，带来新的性能/外观检测需求，从而带动设备更新；3)自

动化产线升级，提升自动化率减少人工使用。据《科创板日报》援引外媒报道，

苹果公司已要求代工厂在未来几年内减少 iPhone 组装产线普通人力需求，部分

产线普通人力需求相较过去可减少约 50%。 

➢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检测需求发生较大变化的环节，自动化渗透率提升的自

动化组装设备环节。 

从 3C 设备过去 3 年的营收及利润变化来看，自动化组装段设备由于自动化渗透

率提升的持续需求保持了稳健增长：博众精工，赛腾股份； 

检测和生产设备收入波动性较大，受当年是否有新增项目和行业景气度影响： 

检测设备：华兴源创，燕麦科技，荣旗科技，杰普特； 

焊接设备：快克智能，联赢激光； 

面板生产设备：联得装备、精测电子、奥来德； 

机加工设备：创世纪、宇环数控。 

➢ 风险提示：1）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2）苹果新品推迟发布或者方案变化的

风险 3）苹果手机销量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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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功能引入+周期复苏，苹果用户有望迎来“换

机潮” 

1.1 消费电子迎来周期性复苏，苹果换机周期拉长 

1.1.1 复盘苹果手机：3 年小周期，技术革新带来销量高增 

苹果的手机销售额在过去十年中呈现周期性波动，大约3年一周期，2015年、

2018 年、2021 年是销售额增速较高的年份，2022-2023 年增速放缓。一季度通

常是苹果手机销量最高的季度，主要系新机一般于上一年四季度发布，一季度是新

机的销售旺季。 

iPhone4：无论是在外形还是性能上，它都与前代 iPhone 相比都拥有着巨大

的改变，它普及了高分辨率屏幕，将手机拍照质量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引入前置摄

像头，并引入了金属+玻璃的三明治设计风格。 

iPhone5：后续产品中技术变革最多的一代，开启后续苹果手机“小步”迭代

的基础。2012 年 9 月，库克首次主持产品发布会，发布了 iPhone5 产品，iPhone 

5 配备的 A6 芯片是 Apple 首款真正意义的自研 A 系列芯片，iPhone 5 也是第一

款支持 4G LTE 网络 iPhone。 

iPhone6：销量之王，首款苹果“大屏”产品。iPhone 6 系列手机较之前一

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屏幕尺寸扩展到 4.7 英寸与 5.5 英寸。在 2014 年 11 月，iPhone 

6 系列手机刚上市后不久，苹果公司官方发布数据称，仅大中华区 iPhone 手机销

量环比增长了 90%，且同比增长了 46%，iPhone 6 系列手机首发便达成 7447 万

部的销量，破了苹果公司的销量记录。得益于 iPhone6 的成功，2015 年，苹果手

机销售额实现了高速增长。 

iPhone12：首款苹果 5G 手机，于 2020 年年底发布，带来了销售额的大幅

增长。 

从过往产品来看，能够让苹果手机销售额实现大幅增长的，具备重大产品技术

迭代，或者主流需求下的首款“苹果”产品。从最新发布的 15 系列来看，pro 系

列销售情况一季度表现较好，可能因为pro系列硬件变化最大，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全球 iPhone 15 Pro Max 系列已经占到了其在 2024 年第一季度占苹

果总销量的 50%，成为苹果手机的主力军，根据苹果 2024 年一季报，pro 机型

销售额增长，但部分其他机型的销售额减少，导致整体增速放缓，一季度整体手机

销售额增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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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3-2024H1 苹果手机收入（亿美元）及增速  图2：2020Q1-2024Q2 苹果手机单季度收入（亿美元）
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手机整体市场来看，已经连续三个季度持续增长。根据 IDC，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连续第三季度实现同比增长，2024 年第二季度出货量增长 7.58%，达到 2.85

亿部。根据 Canalys 随着三星重新将高端市场作为战略重点，该公司仍以 18%的

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苹果以 16%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排名第二，

2024Q2，小米以 15%的市场份额紧随苹果之后，以 27%的年增长率成为五大手

机厂商中增长最快的。相比于行业整体的增长，苹果的二季度的手机销售额（-10%）

增速较低，仍有待提升。 

图3：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同花顺，民生证券研究院 

 

1.2 苹果手机新机硬件变化+AI 有望驱动销量提升 

1.2.1 AI 功能引入有望推动换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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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4 年 6 月 AI 功能的引入，iPhone16 有望成为首款苹果 AI 手机系

列，苹果手机销量有望在新机发布后实现进一步增长。根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苹果 iPhone16系列进入备货期，iPhone手机代工厂富士康已进入旺季招聘阶段，

苹果供应链公司高管称：“618 电商促销期间，苹果对 iPhone15 系列进行大力度

降价促销，明显提振了销量。这可能使得苹果提高了 iPhone16 系列的销售预期。” 

存量苹果手机中使用超过 2年时间的设备占比约 71%，换机周期拉长。此外，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CIRP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高达 71%的

iPhone 用户和 68%的 Mac 用户表示，他们的旧设备已经使用了超过两年时间，

而 2020 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 63% 和 59%。 

根据智通财经报道，苹果正计划在 2024年下半年出货至少 9000万部 iPhone 

16 设备，新款 iPhone 的出货量目标是比上一代增长约 10%，而 2023 年下半年

iPhone 15 的出货量为 8100 万部。 

AI 手机的渗透率有望在后续年度快速提升。Canalys 预测，2024 年全球 AI

手机将占智能手机市场整体出货量的 5%，2027年将上升到 45%。对于中国市场，

IDC 预测，2027 年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1.5 亿部，市场份额超过 50%。 

1.2.2 AI 驱动散热、声学、镜头等硬件迭代 

AI 可能带来散热、声学、镜头等硬件变化，从而增加更新环节的组装设备和

测试设备的需求增长。 

随着 AI 生态的落地，手机的计算能力至少提升了 5 倍，功耗提升了约 2.5 倍。

手机体积相比于 PC 等产品体积小，散热差，而散热是确保手机稳定运行的关键。

高性能的 AI 芯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散热，不仅

会制约 AI 算力，甚至会影响设备的稳定运行，缩短使用寿命。 

人工智能(AI)技术飞速发展，对话式 AI 功能快速渗透至智能手机。为了大幅

提高语音识别精度，以及实现更准确、更多模态的人机交互，MEMS 麦克风作为

声音环境感知的核心器件，其规格和性能将迎来显著升级。 

而镜头也是提升手机拍摄性能，更好用于空间视频的拍摄。据 DigiTimes 最

新报道，苹果将在 iPhone 16 Pro 中引入 iPhone 15 Pro Max 同款 5 倍光学变焦

四棱镜潜望镜头。 

1.2.3 其他硬件：中框、背板设计、按键 

根据彭博社马克・古尔曼，苹果现在正专注于为 2025 年的 iPhone 17 系

列开发一款更薄的手机，比目前的 iPhone 设计要薄得多。根据 IT 之家对 iPhone

新品的前瞻汇总，iPhone16 系列产品可能会在屏幕尺寸、中框/边框金属、续航

充电、拍摄按钮等方面发生硬件变化。 

根据硬件的材质和工艺不同，需要的加工设备类型不同。根据汇成真空招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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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苹果手机外形设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延续性：从初代 iPhone 到

iPhone3GS 采用了圆润边缘设计，从 iPhone4 到 iPhone5s 采用了直角边缘设

计，从 iPhone6 到 iPhone11 均采用了圆润边角设计，从 iPhone12 到目前

iPhone15 采用了直角边框设计。材料方面，苹果手机中框/后壳的材料多数采用

了铝合金后壳、不锈钢中框+玻璃后壳方案，从 iPhoneX 开始，苹果手机在每年

发布的系列产品中均安排“低配（非 Pro 系列）+高配（Pro 系列+ProMax 系列）”

搭配，低配手机采用阳极氧化铝合金中框，无需进行真空镀膜，而高配系列（Pro

系列+ProMax 系列）采用不锈钢或钛合金中框材料，需要真空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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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LED 渗透率提升，驱动显示资本开支上行 

2.1 OLED 向中尺寸需求加速渗透，头部厂商加码扩产 

OLED 可减薄设备厚度，应用有望拓展至 MacBook。根据集微网消息，11 

英寸和 13 英寸 M4 iPad Pro 机型是苹果公司迄今为止最薄的设备，苹果还计

划将 iPhone 17 等各种产品都将比过去发布的产品大幅减薄，据 Omdia 预测，

OLED 技术可能于 2026 年在 MacBook Pro 系列上首次亮相。 

2024Q1，OLED 应用在手机端渗透率已经超过 50%。根据 Omdia 统计，

OLED 在智能手机市场突破 50%的市占率，Omdia 预计 2024 年智能手机屏幕需

求为 14.5 亿片，年需求量在 5000 万级别的九大手机厂商苹果，三星小米，OPPO

（含一加和 Realme），传音，vivo，荣耀，华为和联想（含 Motorola）的需求约

为 11.85 亿片，这其中对 OLED 的需求会达到 7.4 亿片，柔性 OLED 需求会达到

5.8 亿片，后续 OLED 屏幕在这九大手机厂商中的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得益于新增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对于 OLED 的需求，9 英寸以上大尺寸

OLED 出货量有望高速增长。根据 Omdia 预计，2024 年 9 英寸以上大尺寸 OLED

面板出货量将暴增 124.6%，预计平板电脑 OLED 出货量预计将比 2023 年增长

294%，主要系苹果推出 OLED 款 iPad 产品，而笔记本电脑 OLED 出货量将增长

152.6%；从供应商来看，2024 年领先的大尺寸 OLED 面板生产商将是三星显示，

市场份额为 52.5%；LG 显示（LG Display）市场份额为 33.1%；和辉光电市场份

额为 10.1%；京东方占有 3%的市场份额；维信诺占有 1.1%市场份额。 

图4：2024 年大尺寸 OLED 面板生产商市场份额预测  图5：5000 万以上量级的 TOP9 智能手机厂商分技术
屏幕需求 

 

 

 

资料来源：Omida，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Omida，民生证券研究院 

      6.7 英寸智能手机和 13 英寸手提电脑与平板电脑显示面板所采用的 OLED

技术和像素结构是不同的。新的串联式 OLED 首次出现在 M4 iPad Pro 机型上，

虽然量产成本高昂，但却有很多优点，如增加面板寿命、整体亮度和提高能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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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Omdia 预计，LG Display 和 Samsung Display 计划在 2024 年为苹果新款

iPad Pro 平板电脑出货 890 万片显示面板。其中，500 万片为 11 英寸显示面板，

而其余 390 万片为 12.9 英寸（13 英寸）显示面板。 

图6：iPhone 和 iPad Pro 的 OLED 像素布局和显示面板形状 

 
资料来源：Omida，民生证券研究院 

头部显示厂商扩产计划逐步推出，有望拉动 OLED 相关显示设备需求提升。

京东方率先开启 8.6 代线投资，设备招标已经陆续开始开展。维信诺与安徽省合肥

市政府签署了投资 550 亿元人民币规模的 8.6 代(2290 毫米×2620 毫米)OLED的

谅解备忘录，每月生产 3.2 万张玻璃原版。根据韩媒 ETnews 消息，在维信诺之

后，据称天马也在计划投资第 8 代 OLED 生产线项目。京东方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坐落在成都市高新西区，总投资 630 亿元，设计产能每月 3.2 万片玻

璃基板（尺寸 2290mm×2620mm），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

高端触控 OLED 显示屏。 

 

2.2 苹果积极探索折叠屏工艺，有望带来全新产线需求 

苹果持续积累折叠屏相关工艺及结构设计专利。根据美国商标和专利局

（USPTO）公示清单，苹果公司已经获得多项关于折叠屏 iPhone/iPad的新专利，

最大的亮点在于独特的铰链设计，可以实现向内、向外双向折叠，此外，苹果也在

持续积累减少折叠、坠落等情形对屏幕损害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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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苹果折叠屏专利示意图 

 

资料来源：苹果专利《使用跌落检测保护屏幕的自缩回显示设备和技术》，爱思助手，民生证券研究院 

苹果折叠机型有望于 2026 年推出。2024 年 5 月 11 日，台媒 Digitimes 报

道苹果公司已与三星 SDC 签署协议，为相关折叠机型提供显示屏物料。根据 Wit 

Display 报道，苹果可能正在开发首款“折叠 iPhone”，并计划于 2026 年推出。 

根据 TrendForce 集邦咨询报告，2023 年的折叠屏手机出货量估计为 1590

万部，同比增长 25%，三星份额居于首位，占 66.4%。苹果后续折叠机型的推出

将有助于提升他和三星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 
  



行业专题研究/机械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0 

 

 

 

3 “果链”设备受益几何？ 

3.1 设备受益于新增项目需求+产量增长+自动化率提升 

3.1.1 测试设备分类 

苹果测试设备需求可分为两类来源：1）新增功能/硬件大幅变化带来新测试

需求，可能需要配合苹果提前进行新产品/部件/工艺的预研，研发能力要求相对

较高。2）原有检测设备从抽检变为全检，或者产品销量提升，新增产线，或者

技改提高产能，带来新增设备需求。从新增功能/新产品类型带来的测试需求来

看，对于设备公司是一个全新的增量。 

从检测需求/对象来看，主要可分两类检测。 

1）主板生产与检测环节：主要针对主板的焊接、胶路、贴合程度、功能进

行检测，具体包括主板X光检测、SPI检测、AOI检测、PCBA功能测试、外观视

觉检测、GSM、WCDMA、LTE等各制式频段测试和功能测试。 

2）整机组装与检测：电流测试、天线耦合测试、气密性测试、射频基带测

试、音频测试、人机交互功能测试、前/后摄远近焦解析力及白板测试、老化测

试、外观检查等整机功能测试，其中，在天线及射频基带测试方面，5G手机比

4G手机测试轮次更多，对测试质量要求更严格。 

表1：3C 测试设备主要类型及用途 

主要设备类别 产品用途 

自动化测试设备 

光学测试设

备 

光学感应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智能无线耳机、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光学感应、红外感应灵敏度功能 

光学识别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结构光摄像头特征识别性能 

自动光学缺陷检测设备 应用于检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外观缺陷(如屏幕、产品外观质量等) 

电学测试设

备 

电性能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电池运行性能 

无线充电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的无线充电功率、阻抗、充电质量、充电效

率等性能 

力学及其他 

触摸功能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音箱、无线耳机等电子产品的触摸功能及触摸灵敏度 

力学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的按键、振动、触摸等受力校准、测试等性

能 

声学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手机、耳机、汽车音响等电子产品的声学功能及声学质量等性能 

耐压测试设备 应用于测试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瞬态高压下绝缘能力 

资料来源：智立方招股说明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就光学测试设备而言，如果苹果的手机摄像头结构/性能发生重大变化，则会

产生新的测试设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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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学测试设备与被测对象的变化有关，如无线充功率大幅提升，则可能充放

电性能检测设备需求增长。 

若按键发生变化，例如从按键式切换至电容式，则按键检测对象变化，需要

新类型的测试设备。 

表2：主要 3C 测试设备上市公司产品类型、客户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情况 产品类型 下游客户 

燕麦科技

（688312.SH） 

主要用于 FPC 的功能、

外观测试设备 

专项功能测试治具-射频类、自动化测试系统-

Camera 系列 

直接客户包括鹏鼎控股、日本旗胜、日本藤仓

等，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 

博杰股份

（002975.SZ） 

主要为整机功能（电

学、光学、压力和音频

等）测试类设备等 

传感器测试设备、声学测试设备、射频测试设

备、LED 测试设备、环境光感应器测试设备、

平板镜头自动组装设备、FCT 测试设备 

直接客户包括苹果、立讯精密、鸿海集团、广达

集团、和硕集团等，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微

软、谷歌 

智信精密

（301512.SZ） 

结构件外观检测、玻璃

贴膜、手机显示模组组

装、FATP 段整线自动

化设备等 

平面度/厚度检测机、PCB 板自动翻板机 
直接客户包括苹果、立讯精密、富士康、伟创

力、捷普集团等，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 

智立方

（301312.SZ） 

光学（传感、识别、成

像、AOI 等）、电性

能、力学等测试设备及

自动化组装设备 

光学感应测试设备、光学识别测试设备、自动

光学缺陷检测设备、无线充电测试设备、触摸

功能测试设备、声学测试设备 

直接客户包括苹果、立讯精密、思摩尔国际、歌

尔股份、鸿海集团等，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 

科瑞技术

（002957.SZ） 

光学、传感器功能测试

设备 

手机双摄像头自动检测设备、手机按键自动化

测试设备 

直接客户包括苹果、富士康、广达集团等，主要

终端客户为苹果、JuulLabs 

赛腾股份

（603283.SH） 

智能组装（三合一电池

组装等）、检测（气密

性检测等）设备等 

气密性测试设备、平面度检测设备、按键测试

设备、间隙检测设备、泡棉贴装设备、电池、

背胶和机壳组装设备 

直接客户包括苹果、英华达、和硕联合、广达集

团等，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 

天准科技

（688003.SH） 
机器视觉检测 手机中板组装自动化解决方案 

直接客户包括苹果、捷普集团、欣旺达、三星集

团，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 

荣旗科技

（301360.SZ） 

视觉、无线充电类相关

产品的检测设备等 
2D 和 3D 尺寸检测设备、VR 眼镜检测设备 

直接客户包括立讯精密、信维通信、富士康、歌

尔股份等，主要终端客户为苹果 

利和兴

（301013.SZ） 

电性能、光学性能、音

频性能、触感性能、防

水性能、可靠性、外

观、尺寸等检测设备 

射频测试设备、天线测试设备、防水气密性测

试设备、摄像头检测设备、整机充电测试设

备、整机屏幕检测设备、智能摄像机功能清晰

度测试设备 

直接客户包括华为、海思科、宝德自动化等，主

要终端客户为华为 

资料来源：鑫信腾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意见，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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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果链主要设备公司梳理 

检测设备 

杰普特：从检测设备相关公司去年收入情况来看，仅杰普特实现利润和收入

的双增长，主要系公司业务以激光器为主，下游应用广泛，此外，2023年公司在

原有的MR眼镜检测设备基础上，亦开始获得客户手机摄像头相关检测设备订

单，公司该设备用于摄像头模组光学防抖检测、传感器位移光学检测等，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摄像头成像效果。 

荣旗科技：有望进一步受益于苹果无线充电检测需求。公司的智能检测装备

覆盖了苹果终端产品（包括手机、手表、耳机、手写笔及配套的无线充电座）无

线充电模组检测的线圈AOI检测、磁力/磁通量检测、石墨线圈电容检测、LCR检

测和成品AOI检测五个检测环节，除磁力/磁通量检测采用抽检方式外，其余四个

检测环节均采用在线全检方式。公司的智能检测装备能够全面覆盖上述5个环

节，且是四个全检环节的唯一供应商。 

华兴源创：截至2023年11月，公司Micro LED系列测试设备已供给终端客户

进行试做验证，Micro OLED系列测试设备正在积极配合多家终端客户进行产品

测试和新产品研发。华兴源创的Micro LED系列测试设备已供给辰显光电、康佳

等知名客户。技术方面，华兴源创目前在Mini LED、Micro LED及Micro OLED

三条技术路线上均有技术储备，有望受益于新型显示扩产。 

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组装设备两家主要公司（博众精工、赛腾股份）收入、利润均实现增

长，自动化产线渗透率提升使公司收入相对不受整体手机需求变化影响。 

生产设备 

汇成真空：生产3C领域真空镀膜设备，设备需求受到具体机型中框金属的影

响。 

田中精机：公司持续强化与客户的深度合作，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综合解决

方案能力。在消费电子领域，公司保持与头部厂商客户的合作，并持续优化产品

线。公司在保持手机无线充电线圈制造设备细分领域份额领先的基础上，持续拓

宽设备在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应用范围。 

快克智能：立足精密焊接设备，拓展机器视觉制程设备，在大客户端多年的

深度锤炼积累了丰富的AOI检测经验，从高密度微孔焊点检测到多维全检，核心

是AI模型的深度研究和应用。公司持续研发创新、不断精进技术，依托深度学习

和AI算法构建技术护城河，产品硬核实力不断深化，目前机器视觉设备已具备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高速飞拍、无缝拼接、超景深图像合成、高精度二次复判系

统、摩尔条纹光、3D检测等先进技术，可实现智能穿戴、AI智能硬件、芯片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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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检测场景全覆盖，为持续拓展新领域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公司的SMT 

3D AOI检测设备完成系列化开发，形成了“焊检合璧”的工艺高度。 

CNC设备 

宇环数控：2023年宇环数控在手机钛合金中框加工设备方面获得了2.53亿元

订单，公司全年在消费电子领域实现销售收入3.28亿，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是

78%，同比增长了18.73%，公司产品类别也从手机延伸至ipad、iwatch等智能

穿戴产品。 

创世纪：公司核心产品3C高速钻攻中心已经迭代到第七代，工件一次装夹即

可实现铣、钻、镗、扩、铰、锪、攻丝等完整工艺流程，以加工效率高，加工稳

定性强和良品率高等优异的综合性能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全球超80000台的

应用验证，是创世纪在钻攻机领域的专业和优势的最佳佐证。 

表3：3C 产业主要设备公司近 3 年营收及利润情况 

        收入（亿元） 利润（百万元） 

环节 代码 公司 总市值 2021 2022 2023 2021 2022 2023 

检测设备 

688001.SH 华兴源创 104.0  20.2  23.2  18.6  314.0  331.0  239.7  

688025.SH 杰普特 34.0  12.0  11.7  12.3  91.3  76.7  107.4  

002957.SZ 科瑞技术 51.3  21.6  32.5  28.6  35.0  313.1  173.6  

301312.SZ 智立方 30.8  5.5  5.1  4.3  114.9  116.7  72.6  

301360.SZ 荣旗科技 23.7  2.9  3.6  3.6  57.5  67.4  44.2  

688312.SH 燕麦科技 29.8  4.3  3.2  3.3  122.4  81.6  68.6  

301013.SZ 利和兴 23.6  4.3  3.1  4.7  48.0  -41.4  -37.7  

自动化、组

装设备 

688097.SH 博众精工 91.7  38.3  48.1  48.4  193.3  331.4  390.4  

603283.SH 赛腾股份 146.2  23.2  29.3  44.5  179.3  307.0  686.8  

300607.SZ 拓斯达 50.8  32.9  49.8  45.5  65.4  159.7  88.0  

300836.SZ 佰奥智能 22.6  4.2  5.0  5.7  -10.1  -47.6  -13.6  

生产设备 

301392.SZ 汇成真空 51.4  5.3  5.7  5.2  71.4  71.3  81.1  

300461.SZ 田中精机 30.5  3.4  1.9  2.6  31.9  -63.5  9.9  

603203.SH 快克智能 56.6  7.8  9.0  7.9  267.7  273.4  191.0  

面板 

300545.SZ 联得装备 41.1  8.9  9.7  12.1  22.5  76.9  177.3  

688378.SH 奥来德 43.3  4.1  4.6  5.2  136.1  113.0  122.3  

688328.SH 深科达 12.0  9.1  5.9  5.6  55.7  -35.8  -115.7  

300812.SZ 易天股份 27.9  4.8  6.6  5.4  70.1  44.3  21.7  

688627.SH 精智达 43.1  4.6  5.0  6.5  67.9  66.2  115.7  

300567.SZ 精测电子 168.7  24.1  27.3  24.3  192.3  271.8  150.1  

CNC 
300083.SZ 创世纪 93.0  52.6  45.3  35.3  499.6  335.0  194.5  

002903.SZ 宇环数控 25.7  4.4  3.6  4.2  73.5  55.4  40.1  

3D 打印及

后处理 

300606.SZ 金太阳 25.4  4.5  4.0  5.7  67.5  25.8  52.3  

688333.SH 铂力特 142.7  5.5  9.2  12.3  -53.3  79.5  141.6  

刀具 
301377.SZ 鼎泰高科 69.7  12.2  12.2  13.2  237.7  222.8  219.3  

688028.SH 沃尔德 23.5  3.3  4.1  6.0  54.4  62.8  97.4  

资料来源：同花顺、各公司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市值截至 2024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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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在国内 3C 设备公司纷纷加大投入的情况下，苹果

单一项目的份额竞争可能变得越来越激烈。若公司不能及时开发出适应苹果需求

的新产品，可能会影响公司在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从而使得公司销售收入增长放

缓甚至出现下滑，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2）苹果新品推迟发布或者方案变化的风险。部分硬件变化较大的新品可能因

为工艺成本或者良率难以满足量产需求而推迟发布，可能导致设备企业前置研发

投入无法产生相应产品的收入，或者产品更换方案，导致前置研发产品无法形成销

售收入，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3）苹果手机销量不及预期的风险。智能手机产品竞争日益激烈，高端机各个

品牌均积极拓展新功能，抢夺高端市场份额，若苹果推出的新品不及消费者预期，

可能导致苹果手机销量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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