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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实现 AGI 任重道远，持续关注人形机器

人产业链进展   
——机械行业周报（2024.7.15-2024.7.19）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2024.7.15-2024.7.19），中信机械行业下跌1.37%，表现处

于下游，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涨跌幅排名第 22。具体来看，工程机械下

跌 2.26%，通用设备下跌 2.26%，专用设备下跌 1.77%，仪器仪表下

跌 3.02%，金属制品下跌 2.54%，运输设备上涨 2.73%。   

  

◼ 主要观点 

人形机器人实现 AGI 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数据稀缺性、硬件成本与可扩

展性、AI 算法的泛化能力、安全性和伦理问题等问题 

AGI（通用人工智能，又称为强人工智能）是指一种能够像人类一样在

各种不同领域表现出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系统。与目前主流的弱人工

智能 ANI 不同，AGI 具有更高级别的认知能力，能够灵活适应新任务

和环境。人形机器人实现 AGI 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数据稀缺性、硬件成

本与可扩展性、AI 算法的泛化能力、安全性和伦理问题等问题，具体

表现为： 

（1）数据稀缺性 

具身智能领域特别是人形机器人跟传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语言模型

和多模态大模型都面临着数据稀缺和现实数据即将耗尽的的问题，互

联网上各类文本、图像和视频数据集庞大，但机器人的场景和交互有

价值的数据量相对较小，限制了 AI 模型在人形机器人上的泛化能力。

根据 Coatue 的研究报告显示，机器人场景数据集仅有 2.4M，远远低

于文本数据集的 15T Tokens 和图像数据集的 6B Images，相差好几个

数量级。未来或可从以下三方面找到突破口：1）数据收集方法的创

新：利用远程操作（Teleoperation）、增强现实（AR）数据、模拟和

视频学习等方法收集更多机器人交互数据；2) 数据共享和开放：鼓励

研究机构和企业共享数据，建立开放的数据平台，促进数据的广泛使

用和创新；3) 数据增强技术：通过数据增强技术，如合成数据生成，

增加数据多样性和数量。 

 

（2）硬件成本与可扩展性 

目前高成本的硬件组件限制了机器人技术的普及，造成硬件成本居高

不下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研发成本、高性能组件硬件、高定制化部件和

生产规模这几方面的原因，未来或可从以下四方面找到突破口：1）针

对诸多创新集成的高研发成本可以通过政府和私人商业化公司、研究

部门合作的方式，为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同时鼓励开源研

发模式，共享研究成果，减少重复投资；2）对于高性能组件成本高的

问题可以通过投资研发新材料和制造技术，以降低成本。例如，开发

更经济的轻质高强度材料，或改进电机和传感器的设计以降低生产成

本；3）对于高定制化部件成本可以通过推动标准化设计，减少定制化

需求。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增加部件的通用性，实现规模生产，降低

单位成本；4）针对生产规模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的情况一方面可以

通过市场教育和推广，增加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需求，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探索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以适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寻找区域性低成本的供应商，同

时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降低物流成本和供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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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I 算法的泛化能力 

当前 AI 算法在特定任务上表现出色，但在泛化到新任务或环境时表现

不佳，这限制了机器人在多样化任务中的应用。未来或可从以下三方

面找到突破口：1）多模态学习：开发能够处理多种模态（如文本、图

像、声音和物理交互）的 AI 模型，增强其泛化能力；2）持续学习机

制：通过模仿学习、强化学习和新的深度学习方法增强学习能力，使

AI 系统能够不断适应新任务和复杂的环境；3）跨领域合作：促进不同

领域专家的合作，如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机器人学，以开发更通用

的 AI 算法。 

 

（4）安全性和伦理问题 

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其安全性和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机器人可能

会在执行任务时造成意外伤害或侵犯隐私。未来或可从以下三方面找

到突破口：1）物理伤害风险对策：实施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测试协议，

确保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和运行过程中符合安全要求，另外可使用传感

器和紧急停止机制来降低意外伤害的风险；2）系统故障和失控对策：

开发高可靠性的软件和硬件系统，包括冗余控制和故障安全机制，以

防止系统故障导致的危险。定期进行系统维护和更新，确保技术稳定

性；3）网络安全威胁对策：加强人形机器人的网络安全防护，采用加

密通信和安全认证措施，防止黑客攻击和数据泄露。进行网络安全教

育和意识培训，提高用户和开发者的安全意识。 

 

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目前正处于“0-1”向“1”不断加速靠近

阶段，2024年是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元年，2024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或

将经历从 B 样到 C 样的产品定点和供应链确立，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

地可期。建议关注受益的国内零部件厂商，后续建议关注人形机器人

产业链相关事件催化：国内外人形机器人厂商的成果展示等。建议关

注技术壁垒高、价值量高、国产化率低的环节，建议关注：①总成：

三花智控、拓普集团；②传感器：汉威科技、东华测试、安培龙等。

③减速器：绿的谐波、双环传动、中大力德等；④丝杠：北特科技、

贝斯特、恒立液压等；⑤电机：鸣志电器等；⑥设备：秦川机床、华

辰装备、日发精机等。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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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 

1.1  板块行情  

过去一周（2024.7.15-2024.7.19），中信机械行业下跌 1.37%，

表现处于下游，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涨跌幅排名第 22。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92%，中小板指数上涨 0.62%，创业板指数上涨 

2.49%，机械行业下跌 1.37%，表现较差。     

 

   

细分板块涨跌幅：上周（2024.7.15-2024.7.19），运输设备涨

幅居前，仪器仪表跌幅最大。具体来看，工程机械下跌 2.26%，

通用设备下跌 2.26%，专用设备下跌 1.77%，仪器仪表下跌 

3.02%，金属制品下跌 2.54%，运输设备上涨 2.73%。   

 

图 2：大盘和机械子板块指数周涨跌幅对比  图 3：沪深 300 和机械子板块指数近 2 年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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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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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股行情 

过去一周（2024.7.15-2024.7.19），中信机械个股中，涨幅排

名前 10 的个股分别是：雷尔伟+91.99%、荣亿精密+71.23%、通

业科技+46.90%、蓝英装备+31.42%、欧普泰+29.53%、天纺标 

+26.94%、研奥股份+19.78%、科创新材+18.96%、英诺激光

+18.77%、交大思诺+18.05%；跌幅排名前 10 的个股分别是：

*ST华铁-23.44%、宝鼎科技-17.02%、实朴检测-13.31%、超达装

备-13.03%、南华仪器-12.89%、江南奕帆-12.71%、密封科技-

12.70%、科瑞思-11.96%、捷昌驱动-11.94%、智云股份-11.70%。

        

             

2  行业高频数据跟踪 

2.1  工程机械设备  

1）2024 年 6 月 PMI 为 49.5%，环比持平； 

2）2024 年 6 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同比+9.5%，增速 

较上月-0.1pct；  

3）2024年6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10.1%， 

环比持平；  

4）2024 年 6 月叉车销量为 11.2 万台，同比+11.1%，环比

上 月+1.2%；  

5）2024 年 6 月挖掘机销量为 1.7 万台，同比+5.3%，环比上  

月-6.9%；  

表 1：中信机械个股涨跌幅前十名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排序 股票简称 周涨跌幅 周换手率 排序 股票简称 周涨跌幅 周换手率 

1 雷尔伟 91.99% 66.81% 1 *ST 华铁 -23.44% 0.31% 

2 荣亿精密 71.23% 124.25% 2 宝鼎科技 -17.02% 13.42% 

3 通业科技 46.90% 33.94% 3 实朴检测 -13.31% 97.57% 

4 蓝英装备 31.42% 84.18% 4 超达装备 -13.03% 48.99% 

5 欧普泰 29.53% 73.11% 5 南华仪器 -12.89% 35.72% 

6 天纺标 26.94% 91.97% 6 江南奕帆 -12.71% 37.29% 

7 研奥股份 19.78% 41.20% 7 密封科技 -12.70% 16.12% 

8 科创新材 18.96% 43.78% 8 科瑞思 -11.96% 56.55% 

9 英诺激光 18.77% 23.70% 9 捷昌驱动 -11.94% 9.90% 

10 交大思诺 18.05% 27.57% 10 智云股份 -11.70% 25.25% 

资料来源： iF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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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4 年 6 月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为 87.9 小时，同比-2.5%，  

环比上月-12.8%；  

7）2024 年 6 月汽车起重机销量同比-20.1%，增速较上月  

+5.8pct；  

8）2024 年 6 月装载机销量为 10794.0 台，同比+26.2%，环  

比上月+9.9%。    

图 4：制造业 PMI 数据跟踪（%）  图 5：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跟踪（%）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6：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数据跟踪（%）  图 7：叉车销售数据跟踪（台，%）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8：挖掘机销售数据跟踪（台，%）  图 9：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跟踪（小时，%）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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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汽车起重机销售变动趋势（%）  图 11：装载机销售数据跟踪（台，%）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2  自动化设备   

1）2024 年 6 月 M1、M2 分别同比-5.0%、+6.2%，增速分别 

较上月-0.8、-0.8pct； 

2）2024 年 6 月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5.3 万台，同比+32.8%， 

环比上月+3.1%，同比增速较上月+4.6pct； 

3）2024 年 6 月中国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产量为 14.6 万 

台，同比-6.4%，环比上月+8.1%，同比增速较上月+3.6pct； 

4）2024 年 6 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当月值为 5.9 万台，同比 

+7.3%，环比持平。   

   

图 12：M1、M2 当月同比变动（%）  图 13：工业机器人产量以及同比变动（台，%）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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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中国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产量以及同比

变动（万台，%） 

 图 15：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以及同比变动（万

台，%）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3  锂电设备 

1）2024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04.9 万辆，同比+30.1%， 

环比上月+9.8%； 

2）2024 年 6 月动力电池装车量为 4.3 万兆瓦时，同比 

+30.1%，环比上月+7.3%。  

    

图 16：新能源汽车销量以及同比变动（辆，%）  图 17：动力电池装车量以及同比变动（兆瓦

时，%）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4  半导体设备 

1）2024 年 5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491.5 亿美元，同比 

+19.4%，环比上月+4.1%。 

2）2024 年 5 月中国半导体销售额为 149.1 亿美元，同比 

+24.3%，环比上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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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以及同比变动（十亿美

元，%） 

 图 19：中国半导体销售额以及同比变动（十亿美

元，%）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5  光伏设备  

截至 7 月 17 日，硅料、硅片、组件、电池片价格变化如下： 

1）致密料均价为 39.00 元/kg，环比持平； 

2）单晶 182/210 尺寸硅片价格分别为 1.25/1.70 元/片，分别

环比持平/持平； 

3）单晶 PERC182/210 尺寸电池片价格分别为 0.29/0.29 元

/W，分别环比-3.33%/-3.33%； 

4）单晶PERC182/210尺寸组件价格分别为0.80/0.82元/W，

分别环比持平/持平。    

图 20：致密料均价（元/kg）  图 21：单晶 182/210 尺寸硅片价格（元/片）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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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单晶 PERC182/210 电池片价格（元/W）  图 23：单晶 PERC182/210 尺寸组件价格（元/W）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3  原材料价格及汇率走势  

1）截至 7 月 19 日，LME 铜现货结算价为 9290.00 美元/吨，

较上周环比-4.89%，年初至今+8.88%；LME 铝现货结算价为 

2350.00 美元/吨，较上周环比-4.47%，年初至今+1.05%； 

2）截至 7 月 19 日，中国塑料城价格指数为 887.78，较上周

环比+0.03%，年初至今+6.35%； 

3）截至 7 月 19 日，钢材价格指数数为 101.36，较上周环比-

0.51%，年初至今-10.74%； 

4）截至 7 月 19 日，美元对人民币最新汇率为 7.27，较上周

环比+0.01%，年初至今+1.90%；  

5）截至 7 月 19 日，上海 HRB400 20mm 螺纹钢最新价格为 

3340.00 元/吨，较上周环比-3.75%，年初至今-16.5%； 

6）截至 7 月 19 日，动力煤期货结算价（活跃合约）为 

801.40 元/吨，较上周环比持平，年初至今 持平； 

7）截至 7 月 19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连续）为 82.63

美元/桶，较上周环比-1.31%，年初至今+8.88%； 

8）截至 7 月 19 日，全国液化天然气 LNG 最新价格为 

4368.00 元/吨，较上周环比-0.41，年初至今-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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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LME 铜、铝价格变动（美元/吨）  图 25：中国塑料城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6：钢材价格指数数  图 27：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8：上海 HRB40020mm 螺纹钢价格变动（元/吨）  图 29：动力煤期货结算价（元/吨）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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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美元/桶）  图 31：全国液化天然气 LNG 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4  行业要闻及公告 

4.1  行业重点新闻 

1. 2024 年 6 月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掘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6 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6603 台，同比增长 5.31%，其中国内

7661 台，同比增长 25.6%；出口 8942 台，同比下降 7.51%。据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装载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6 月

销售各类装载机 10794 台，同比增长 26.2%。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5296台，同比增长 22.6%；出口销量 5498台，同比增长 29.8%。

2024 年 6 月当月销售各类平地机 859 台，同比增长 46.6%，其中

国内市场销量 102 台，同比下降 0.97%；出口市场销量 757 台，

同比增长 56.7%。2024年 6月当月销售各类叉车 111717台，同比

增长 11.1%。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65907 台，同比增长 3.85%；出

口市场销量 45810 台，同比增长 23.4%。2024 年 6 月当月销售各

类摊铺机 102 台，同比下降 13.6%，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67 台，同

比下降 33.7%；出口市场销量 35 台，同比增长 106%。 

 

2. 万亿级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低空经济正乘势而飞，近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低空

经济写入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2023 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

已超 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 2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新注册

无人机近 60.8 万架，无人机累计飞行小时数达 981.6 万小时。 

低空经济前景诱人，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空间。但只有不断健全体制机制，

因地制宜发展，才能让新质生产力“加速起飞”，飞入千万家。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期货结算价(连续):布伦特原油:ICE

0.0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市场价:液化天然气(LNG)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14 
 

 

3. 逐际动力完成 A 轮战略融资，产业三巨头领投 

在通用人形机器人的 AI 时代，逐际动力重点关注 LLM（大语

言模型）、Spatial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Motion Intelligence

（运动智能）等三大技术在人形机器人上的有机融合，以释放其

最大的潜能。接下来，逐际动力 Motion Intelligence 的实力将得到

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结合强大的算力支持、领先的上层 AI 能力、

丰富的下游场景，人形机器人基于多模态感知的全身运动控制能

力，以及具有多场景泛化性的操作能力将迎来一次重要的技术跃

迁。 

作为一家通用机器人研发制造商，逐际动力拥有全自研的人

形机器人软硬件核心技术，接下来将重点推进人形机器人运动智

能 的 基 础 模 型 （Foundation Model for Humanoid Motion 

Intelligence）的建立：1)数据：通过互联网视频数据、人类动捕数

据和仿真数据，高效采集多样化的人类运动控制的大数据；2)预训

练：对大数据进行预训练，提升算法的基础运动理解能力与生成

能力，以及多场景泛化能力；3)强化学习：利用 Real2Sim2Real

闭环，缩小仿真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提高强化学习训练的效率和

质量，让人形机器人与真实环境的交互更准确和稳定。 

 

4.2  重点公司公告 

1. 沃格光电：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 

公司于 7 月 18 日发布公告：2024 年 6 月 25 日至 2024 年 7

月 4 日，公司通过 OA 系统对本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2024年 7月 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了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预留授予登记工作，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91.00 万份，股票

期权预留授予登记人数为 4 人，行权价格为 20.63 元/份 

 

2. 厦门钨业：厦门钨业 202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公司于 7 月 16 日发布公告：钨钼业务方面。2024 年上半年，

公司钨钼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8.05 亿元，同比增长 11.27%；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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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4.26 亿元，同比增长 29.35%，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63.77%。钨钼主要产品平稳发展，其中，深加工产品细钨丝保持

较快增长，上半年共实现销量 743 亿米，同比增长 119%，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62%；切削工具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能源新材

料业务方面。2024 年上半年，公司电池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3

亿元，同比下降 22.43%；实现利润总额 2.46 亿元，同比下降

10.06%，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16.12%。报告期，三元材料产品销量

2.63 万吨，同比增长 109%；钴酸锂产品销量 1.84 万吨，同比增

长 30%。受原材料价格下降及行业竞争加剧影响，收入及利润同

比减少。稀土业务方面。2024 年上半年，公司稀土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20.31 亿元，同比下降 22.38%；实现利润总额 1.17亿元，同

比下降 23.50%，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91.27%。主要因与中国稀土

集团进行整合，原子公司龙岩稀土公司和原金龙稀土冶炼分离业

务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这部分业务的归属利润和收入同比较

大幅度下降，加上原材料价格下降和竞争加剧，稀土深加工产品

盈利有所下降。其中，主要深加工产品磁性材料上半年销量同比

增长 13%，盈利能力逐季提升。房地产业务方面。2024 年上半年，

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0.26亿元，同比下降 67.47%；实现利润

总额 0.94 亿元，同比增利 1.74 亿元。主要原因为本期完成处置成

都滕王阁地产及成都滕王阁物业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1.45 亿元。 

 

3. 徐工机械：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于 7 月 19 日发布公告：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

2024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3 日实施完成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回购股份方

案，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 8.32 元/股（含）。 

 

4. 奥特维：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业

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公司于 7 月 15 日发布公告：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

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19,681.65万元到446,187.86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67,933.01 万元到 194,439.22 万元，同

比增长 66.71%到 77.2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2,589.73 万元到 77,174.34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0,337.35 万元到 24,921.97 万元，同比增长 38.92%到 47.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2,910.7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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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 77,515.5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2,653.74 万元到

27,258.62 万元，同比增长 45.08%到 54.24%。 

 

5. 中际旭创：2024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于 7 月 15 日发布公告：报告期内，因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减少公司合并净利润约 9,300 万元。报告期内，扣除股权激励费用

对子公司苏州旭创报表净利润的影响之前，苏州旭创实现净利润

约 220,000万元至 270,000 万元，较 2023年同口径净利润 75,774

万元相比，增长 190.34%-256.32%。 

 

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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