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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机械设备指数下跌 2.81%，在一级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1，受
大盘拖累机械各子行业均出现下跌。展望后市，新质生产力和大
规模设备更新有望成为机械设备行业全年投资主线，建议关注：
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轨交设备、电梯、农机等方向。机械设
备行业指数处于低位，行业内部仍存在结构性投资机会，维持行
业“推荐”评级。

 8月挖掘机内销+18.1%，好于 CME预期。2024年 8月销售各类
挖掘机 14647台，同比增长 11.8%，其中国内 6694台，同比增长
18.1%；出口 7953台，同比增长 6.95%。2024年 1—8月，共销
售挖掘机 131550台，同比下降 2.21%；其中国内 66335台，同比
增长 7.32%；出口 65215台，同比下降 10.3%。此前，CME预估
国内市场预估销量 6600 台，同比增长近 17%。出口市场预估销
量 7700台，同比增长近 4%。内外销数据均好于 CME此前预期，
市场正在加速回暖，国内市场筑底回升，出口市场逐步修复。受
益于国产品牌去库存、去年同期低基数、海外部分地区需求温和
复苏，出口市场向好。工程机械上市公司 2024H1，盈利能力普遍
有所改善，归母净利润增速大于收入增速。行业自 7月以来回调
充分，中长期逻辑①内需复苏、②更新周期、③出海竞争力提升
未变，看好行业长期发展。建议关注：徐工机械（000425.SZ）、
三一重工（600031.SH）、中联重科（000157.SZ）。

 “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正式启动，创新产品迭代
升级链条有望打通。2024年 9月 6日，“工业母机+”百行万企
产需对接部署动员暨启动仪式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本次活动产
需精准对接系列活动预计持续开展，推动工业母机创新产品推广
应用，促进工业母机产业链企业融通发展。工业母机是关系国家
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我国工业母机行业已经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在高端技术、产业链配套等方面与国际先
进水平仍有距离。近期政策方向进一步拓展，从税收优惠拓展到
了产需对接。2024年 8月 6日，国资委印发的《关于规范中央企
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在卫星导航、芯片、高端数
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央企带头使用创新产品。
我们认为，政策大力扶持背景下，我国机床应用场景进一步打开，
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叠加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业母机产业链
有望景气复苏。建议关注：华中数控（300161.SZ）、纽威数控
（688697.SH）、海天精工（601882.SH）、豪迈科技（002595.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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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科亿（688308.SH）等。

 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发布，人工智能赋能人形机器人设计为
趋势之一。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乔红代
表主办方发布《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对人形机器人产业
进行了前瞻性布局。AI赋能为方向之一。产业发展方向目前呈现
三个趋势：1）参与者众多，众多龙头均参与布局。例如，苹果布
局桌面机器人，预计最早于 2026年推出桌面机器人，定价约 1000
美元； Musk透露 Optimus 2025年少数量产内部使用，2026年大
规模量产等；2）整机产品多与下游工厂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产品
落地。例如，优必选Walker S与蔚来达成合作后，近期与东风柳
汽、一汽-大众青岛公司也陆续达成合作，加速在汽车工厂的运用
部署；3）整机厂多与大模型合作，AI+成为发展趋势。我们认为，
行业向产业化、商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改，但需注意甄别
相关公司是否具备核心技术。关注：三花智控（002050.SZ）、五
洲新春（603667.SH）、绿的谐波（688017.SH）、雷赛智能
（002979.SZ）、贝斯特（300580.SZ）、柯力传感（603662.SH）。

 轨交设备调整较多，逢低布局龙头主机厂。近期轨交设备调整较
多，我们认为是因为行业前期订单及招标较多，市场给予较高的
业绩预期，预期差落空所致。但实际订单到收入确认需要一定周
期，且中车 24H 营收 900.39 亿元（同比+3.13%），归母净利润
42.01亿元（同比+21.4%）表现亮眼。从政策角度：2024年 7月
18日，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
新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七大更新行动，并指出 2028年为主要
目标达成的时间节点。从投资角度看：2023年，全国铁路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7645亿元、同比增长 7.5%；2024年 1-3月，全国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 1248亿元，同比+9.86%。按照 2023年一季度投
资占全年投资比例测算，2024年总投资有望达 8399亿元。从需
求角度：2024年 8月 16日，国铁发布二批高级修招标，五级修
占比较高，轨交设备进入维保周期。政策推动更新需求释放，行
业估值中枢有望上移。可关注：中国中车（601766,SH）、中铁
工业(600528.SH)、中国通号(688009.SH)等。

 国常会核准 5 个核电项目，共计 11台机组，关注核电设备长期
投资机会。2024年 8月 19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决定核
准江苏徐圩一期工程等五个核电项目。此次核准的 5个核电项目，
包括中核江苏徐圩一期工程，中广核广东陆丰一期工程、山东招
远一期工程、浙江三澳二期工程，国家电投广西白龙一期工程，
合计 11台机组。2019-2024年，我国核准核电机组数量分别为 6
台、4台、5台、10台、10台、11台，核电步入常态化发展。后
续随着项目推进，设备厂商订单逐步交付，业绩将逐步得到确认。
可关注：佳电股份（000922.SZ）、中核科技（000777.SZ）、景
业智能 (688290.SH) 、 江苏神通 (002438.SZ) 、科新机电
(300092.SZ)、兰石重装(603169.SH)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景气度不及预期、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
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行业和市场竞争风险、产业政策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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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数据错误风险等。

表：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价（元）

2024/09/06
EPS（元） PE（倍） 投资评级

2023A 2024E 2025E 2023A 2024E 2025E
688017.SH 绿的谐波 62.66 0.50 0.62 0.85 150.8 101.2 73.5 未评级

002050.SZ 三花智控 17.68 0.81 0.93 1.10 21.7 19.1 16.1 未评级

000425.SZ 徐工机械 6.20 0.45 0.55 0.70 13.5 11.2 8.9 增持

603298.SH 杭叉集团 17.20 1.86 1.55 1.77 11.6 11.1 9.7 未评级

603667.SH 五洲新春 13.27 0.40 0.48 0.61 37.3 27.4 21.7 未评级

688187.SH 时代电气 44.01 2.19 2.61 3.07 18.0 16.9 14.3 未评级

601766.SH 中国中车 6.83 0.41 0.47 0.53 15.7 14.5 13.0 未评级

688308.SH 欧科亿 15.15 1.05 1.17 1.56 20.4 12.9 9.7 买入

300083.SZ 创世纪 5.78 0.12 0.27 0.34 65.4 21.5 17.0 未评级

688290.SH 景业智能 27.24 0.35 0.87 1.45 75.9 31.5 18.8 未评级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未评级个股数据均来源于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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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市场表现

2024.09.02-09.06 机械设备行业下跌 2.81%，在一级 31 个行业中排名
第 21位。子行业中工程机械（-1.32%）、专用设备（-2.5%）、通用设备
（-2.5%）、轨交设备（-4.09%）、自动化设备（-4.23%）。

重点覆盖个股中 ，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日发精机（+45.58%）、高
新兴(+5.57%）、普源精电（+4.96%）、杰克股份（+4.75%）、豪迈科技
（+4.62%）；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亿嘉和（-16.27%）、罗博特科（-13.36%）、
宁水集团（-12.27%）、江苏北人（-12.17%）、赛腾股份（-11.81%）。

图 1：一级行业周涨跌幅一览（%） 图 2：机械各子板块周涨跌幅一览（%）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3：机械板块涨幅前五（%） 图 4：机械板块跌幅前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 周内行业关键数据

截至 2024年 8月，我国制造业 PMI 49.1%，同比-0.6pct，环比-0.3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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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新订单 PMI48.9%，同比-1.3pct，环比-0.4pct；制造业生产 PMI49.8%，
同比-2.1pct，环比-0.3pct。

截至 2024年 7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同比增加 3.6%，其中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加 9.3%，基建投资同比增加 8.14%，房地产投资同比下
降 9.8%。

截至 2024年 7月，我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 64661.3亿元，同比增加
5.2%；截至 2024年 8月，我国全部工业品 PPI同比下降 1.8%，环比下降
0.7%。

图 5：PMI/PMI生产/PMI新订单（%） 图 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7：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亿元）及累计同比（%） 图 8：全部工业品 PPI当月同比及环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024年 7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5.45万台，同比增加 8%；2024年 7
月金属成形机床产量 1.5万台，同比增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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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我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万台）及同比（%） 图 10：我国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台）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024年 7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 45528台，同比增加 19.7%；2024
年 7月，我国叉车销量 103677台，同比+11.5%。

图 11：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台）及增速（%） 图 12：我国叉车销量（台）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024年 7月，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2217.4万部，同比增长 28.3%；2024
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 2.89亿部，同比增加 6.5%，增速连续三个
季度保持较高增长，智能手机出货量复苏明显。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4

图 13：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万部）及同比（%） 图 14：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百万部）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024年 7月，我国共生产挖掘机 19965台，同比增长 50.7%；2024年
7月，共销售各类挖掘机 13690台，同比增加 8.6%。

图 15：我国挖机产量（台）及增速（%） 图 16：我国挖机销量（台）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024年 7 月，我国挖机出口 7456 台，同比下降 0.51%，降幅连续五
月收窄。2024年 7月，我国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88.4时/月，同比微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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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我国挖机出口数量（台）及同比（%） 图 18：我国挖机开工小时（时/月）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2024年 7月，我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累计 43732.89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23.2%；2024年 7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当月发行 4943亿元，1-7月份累计
发行 29427亿元。

图 19：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及同比（%） 图 20：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亿元）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3 行业要闻

3.1 机器人

NEO Beta：正尝试量产，可帮助人类完成简单家务工作。当地时间 8
月 30 日，美国人形机器人先驱 1X Technologies AS 推出了一款专为家庭

设计的双足人形机器人 NEO 的原型机 NEO Beta。1X 已经雇佣了十多名

全职操作员来帮助其机器人学习和完善各种家务类型的任务，而且 1X 机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6

器人还具有端到端的自主能力。目前，该公司正在挪威莫斯工厂进行批量

生产的准备工作。（中国机器人网）

杭州市余杭区政府与浙江大学签约共建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

2024年 8月 27日，杭州市余杭区政府与浙江大学签约共建人形机器人产

业创新中心，开展人形机器人技术攻关，计划 5年内研制不少于 30款先进

机器人产品，引育落地不少于 50家机器人企业，助力杭州市、余杭区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据介绍，该中心的使命是以体制机

制创新推动机器人技术创新，引领机器人产业发展。比如，该中心将改变

以单点技术来描绘产品的传统思路，转变为以真实产品目标来定义技术需

求。为此，中心设立了产品策划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订产品计划。

同时，以工程化团队和技术研发团队的组合，保障产品化的要求落到实处。

（中国机器人网）

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发布。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理事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乔红代表主办方发布《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下文简称《展

望》），对人形机器人产业进行了前瞻性布局。具体包括：人形机器人专

属部组件与材料、人工智能赋能人形机器人设计、人形机器人运动智能、

人形机器人多模态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大规模数据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

能、受人体结构和神经机制启发的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人

形机器人大工厂、人形机器人的道德伦理与安全性等十个方向。（中国机

器人网）

工业机器人龙头布局智能人形机器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国内工业机器人的龙头企业，连续在机器人领域耕耘十六年，深度洞

察上述机器人市场痛点，与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芜湖市科创集团

共同发起设立了合资公司-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启智机器

人瞄准智能机器人这个万亿级市场，以“为机器人注入灵魂，做机器人灵

魂的工程师”为公司愿景，持续聚焦深耕具身智能领域。（中国机器人网）

新松攻克新一代真空机械手：可传输晶圆，重复定位精度 0.02mm。

新松公司自主攻克新一代真空机械手技术，并实现在中国最先进芯片制造

工厂的批量应用。新松 Centaur 真空机械手拥有领先的重复定位精度、碰

撞保护以及 AWC 智能动态纠偏等功能，机械手采用双独立设计，两只手

臂不受彼此影响独立进行取放片工作，相比传统机械手的传输效率大幅提

升，可胜任不同尺寸规格的晶圆搬运。（中国机器人网）

我国连续 11年成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据工信部披露，截至 2024
年 7月，中国持有的机器人相关有效专利超过 19万项，占全球比重约三分

之二，中国已连续 11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近三年新增装机量

占全球一半以上。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领

域，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中国机器人网）

3.2 工程机械

住建部：更新淘汰使用超过 10年以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设备。住
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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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明确要求以住宅电梯、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环卫、城市
生命线工程、建筑节能改造等为重点，分类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
更新。文件提到建筑施工设备，要按照《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
（JGJ 160）等要求，更新淘汰使用超过 10年以上、高污染、能耗高、老
化磨损严重、技术落后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设备，包括挖掘、起重、装载、
混凝土搅拌、升降机、推土机等设备（车辆）。鼓励更新购置新能源、新
技术工程机械设备和智能升降机、建筑机器人等智能建造设备。（工程机
械杂志）

2024年 5月工程机械销售快报：1）各类平地机671台，同比增长3.39%，
其中国内 85台，同比增长 8.97%；出口 586台，同比增长 2.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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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各类压路机 1358台，同
比增长 0.22%，其中国内 544台，同比下降 11.4%；出口 814 台，同比增
长 9.85%；4）销售各类摊铺机 114台，同比增长 1.79%，其中国内 80台，
同比下降 15.8%；出口 34台，同比增长 100%；5）销售各类升降工作平台
15796台，同比下降 23.6%，其中国内 7410台，同比下降 49.2%；出口 8386
台，同比增长 3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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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
程机械工业协会）

2024年 6月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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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6月，共销售挖掘机 103213台，同比下降 5.15%；
其中国内 53407台，同比增长 4.66%；出口 49806台，同比下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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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共
销售各类装载机 57018台，同比增长 0.74%。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28913台，
同比下降 3.34%；出口销量 28105台，同比增长 5.32%。(中国工程机械工
业协会)

2024年 7月挖掘机国内市场销量 6234台，同比增长 21.9%。2024年
7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3690台，同比增长 8.6%，其中国内 6234 台，同比
增长 21.9%；出口 7456台，同比下降 0.51%。2024年 1-7月，共销售挖掘
机 116903台，同比下降 3.72%；其中国内 59641台，同比增长 6.23%；出
口 57262台，同比下降 12.3%。

2024年 7 月销售各类装载机 8379 台，同比增长 27.1%。其中国内市
场销量 4439台，同比增长 24.7%；出口销量 3940台，同比增长 30.1%。
2024年 1-7月，共销售各类装载机 65397台，同比增长 3.5%。其中国内市
场销量 33352台，同比下降 0.36%；出口销量 32045台，同比增长 7.84%。
（工程机械杂志）

徐工&力拓再携手，开发世界级铁矿西芒杜。2024年 8月 12日，徐
工集团与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力拓集团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共同签
署全球合作框架协议。徐工成功中标几内亚西芒杜矿山项目，将提供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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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矿山开采设备，其中包括数十台 230吨矿用卡车、350马力及 550马
力大型矿用平地机，合同总金额近 8亿元。（工程机械杂志）

CME 观测：8 月挖掘机国内销量 6600 台左右。CME预估 2024 年 8
月挖掘机（含出口）销量 14300 台左右，同比增长 9%左右。市场正在加
速回暖：国内市场筑底回升，出口市场逐步修复。分市场来看：国内市场
预估销量 6600台，同比增长近 17%。出口市场预估销量 7700台，同比增
长近 4%。受益于国产品牌去库存、去年同期低基数、海外部分地区需求
温和复苏，出口市场向好。（工程机械杂志）

2024年 8月挖掘机国内市场销量 6694台，同比增长 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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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销售各类挖掘
机 14647台，同比增长 11.8%，其中国内 6694台，同比增长 18.1%；出口
7953台，同比增长 6.95%。2024年 1—8月，共销售挖掘机 131550台，同
比下降 2.21%；其中国内 66335 台，同比增长 7.32%；出口 65215 台，同
比下降 10.3%。（工程机械杂志）

3.3 通用设备

中央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2月 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研究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习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
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华社）

超 5万亿大市场！发改委：打好政策组合拳。3月 6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一个重大利好。以设备为例，2023年
中国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约 4.9万亿元。随着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扩大，初步估算将是一个年规模 5万亿元
以上的市场。耐用消费品，2023年底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3.36亿辆，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品类家电保有量超过 30亿台，汽车、家电更新
换代也能创造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中国证券报）

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行
动方案》提出，到 2027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
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年增长 25%以上；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能
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环保绩效达到 A级水平的产能比例大幅提升，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年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 2023
年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 2023年增长 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
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环资司）

国务院开会部署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3月 28日，
国务院召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视频会议，会议指
出这项工作既稳增长又促转型，既利企业又惠民生，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
要分类推进，把握轻重缓急，优先支持行业前景好、投入带动比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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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淘汰超期服役的落后低效设备、高耗能高排放设备、具有安全隐患的
设备，重点支持需求迫切、拉动效应大但购置成本较高的大宗耐用消费品
以旧换新。（工信微报）

5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49.5%，比 4 月回落 0.9 pct。购进价格回升
2.9pct至 56.9%，就业回升 0.1pct至 48.1%，产成品库存回落 0.8pct至 46.5%。
全国新订单 49.6%，环比值-1.5pct，同比+1.3pct。生产订单差值为 1.2，其
六个月移动平均为 1.13，5月表现强于 4月，显示产需关系转好。（中采
咨询）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5% 与 5月持平，制造业景气度
基本稳定。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为 50.1%，比上月下降 0.6个百
分点；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9.8%和 47.4%，比上月上升 0.4 和 0.7
个百分点。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的 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
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
送时间指数低于临界点。（央视网）

中共中央 7月 19日上午 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决定》
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
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
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商务部、中国网 ）

3000亿元！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将统筹安排 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方向，包括：1）加
快老旧营运船舶；2）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3）提高农业机械/新能
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报废更新补贴标准；4）提高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比
例。（中国政府网）

国资委：未来五年，中央企业预计安排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总投资超
3万亿元。2024年 7月 2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刘绍娓表示，
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中央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推进会议，主要
目的是指导中央企业率先行动，聚焦“五个加快”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重
点任务落实落地。未来五年，中央企业预计安排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总投
资超 3万亿元。（人民网）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
实施方案》。2024年 7月 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
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推动工业母机创新
产品推广应用，促进工业母机产业链企业融通发展，2024年 7月启动，持
续至 2027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中国需求推动，6月日本机床订单同比增长 9.7%,18个月来首次突破
450亿日元。日本机床工业协会于 2024年 7月 23日发布的 6月机床订单
数据，数据显示订单总额为 1,338亿 1,600万日元，同比增长 9.7%，连续
两个月实现增长。受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需求增加以及补贴效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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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订单额同比增长 41.1%，18个月来首次超过 450亿日元，推动整
体订单额上升。从地区来看，中国的订单额同比增长 66.0%，连续三个月
实现增长，15个月来首次超过 300亿日元。从行业来看，涵盖面广的一般
机械订单额同比增长 67.2%，达到 133亿日元，汽车行业订单额同比增长
38.4%，达到 87亿日元，电气与精密机械订单额同比增长 50.8%，达到 53
亿日元。日本机床工业协会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更换
促进政策效果显著，汽车行业的持续投资以及下一代智能手机相关投资的
增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稻叶会长认为：“这些因素预计在短期内将继续
保持良好态势。”（中日制造业设备工具大全）

三部门联合印度《关于 2024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
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申请列入清单的企业应于 2024
年 8月 31日前在信息填报系统，地方工信部门根据企业条件对企业申报信
息进行初核，初核通过名单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
第三方机构，根据企业申报信息开展资格复核。根据第三方机构复核意见，
综合考虑工业母机产业链重点领域企业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税务总局进行联审并确认最终清单。（装备工业一司）

国资委：在卫星导航、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科技创新
重点领域央企带头使用创新产品。①在兼顾企业经济性情况下，可采用谈
判或直接采购方式采购，鼓励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并先试先用。②在卫星导
航、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设备等科技创新重点领
域，充分发挥中央企业采购使用的主力军作用，带头使用创新产品。（财
联社）

2024年“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部署动员暨启动仪式在常州
举行。9月 6 日，2024 年“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部署动员暨启
动仪式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出
席活动并致辞。辛国斌指出，工业母机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性、
基础性产业。本次活动以“工业母机创新产品进入百行万企”为主题，包
括创新成果巡礼、产需清单发布、院士专家报告、合作项目签约、重点企
业调研等环节，旨在部署动员各方力量，持续开展产需精准对接系列活动，
推动工业母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促进工业母机产业链企业融通发展。来
自政府部门、行业组织、重点企业、高校院所及金融机构等 400余名代表
参加活动。（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3.4 新能源设备

中国核电 2024 年投资计划总额为 12,155,279 万元，同比增长 52%。
主要用于核电、核能多用途、新能源、单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参控股资
本金注入、收购项目等。2023年投资计划为 8,001,673 万元。（公司公告）

打破垄断！我国实现碳-14生产全面国产化。2024年 4月 20日，我国
首次利用核电商用堆批量生产碳-14同位素，中国也从此彻底破解了国内
碳-14 同位素依赖进口的难题，实现碳-14 供应全面国产化。碳-14同位素
广泛应用于农业、化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具有极高的医用价值和科
研价值，主要应用包括幽门螺杆菌检测、药代动力学研究、β射线环境监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11

测系统等。此前，我国碳-14 供应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且供应得
不到保障，供应紧缺已经严重制约下游产业发展。（中核集团官网）

核电厂稳压器先导式安全阀打破垄断。5月 8日，由中核集团中国核
动力研究设计院联合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国内首台
核电厂稳压器先导式安全阀，在成都顺利完成全部鉴定试验，标志着我国
完全掌握该核电阀门关键技术，打破垄断，具备向核电机组自主供货的能
力，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对提升我国核电项目自主
性，加快推动我国核电“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核电厂稳压器先导式安
全阀用于反应堆一回路系统，对核电厂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核电厂安全等级最高、重要性最大的阀门之一，也是核级阀门行业公认
的国产化难度最大的设备。（中核集团官微）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中法核能合作启新篇。当地时间 5月 6日，
习主席与马克龙总统共同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并发表
重要致辞。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出席会议，并就绿色经济与低碳转型问
题与中法企业家开展深入交流。会上，余剑锋和法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吕克·雷蒙共同发布《核能支持低碳发展前瞻性研究》蓝皮书。
蓝皮书项目是近年来我国核能央企首次与西方发达国家国企开展的战略规
划研究合作，这标志着中国核领域战略规划与软科学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
力大幅提升，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中核集团官微）

中俄联合声明，核电再迎利好。2024年 5月 16日，外交部官网发布
中俄两国建交 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核电方面，《声明》提出“在已成功落地和正在实施的项目经验基
础上，按照互利共赢、利益均衡原则深化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包括热核聚
变、快中子反应堆、核燃料闭式循环，探讨以一揽子方式开展核燃料循环
前端和共建核电站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核电 2024 年计划投资千亿。中国核电 2024 年投资计划总额为
12,155,279 万元，用于核电、核能多用途、新能源、单项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和参控股资本金注入、收购项目等。这一金额较 2023年的 8,001,673万
元，同比增长 52%。（中国核电公司公告）

中国核电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布，社保基金会拟认购 120亿元。用于辽
宁徐大堡核电站 1、2号机组项目，辽宁徐大堡核电站 3、4号机组项目，
福建漳州核电站 3、4号机组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 7、8号机组项目。本
次发行完成后，社保基金会持有公司的股份超过 5%，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中国核电公司公告）

徐大堡核电 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2024年 7月 17日，中核集团旗
下中国核电（股票代码 601985）投资控股的徐大堡核电 2号机组浇灌核岛
反应堆第一罐混凝土（FCD），标志着 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徐大堡核
电厂正式迈入两种机型、四台机组全面建设的新阶段。（中核集团官微）

山东石岛湾核电站扩建一期工程 1、2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
阶段）获批。2024年 7月 2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山东石岛湾核电站
扩建一期工程 1、2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阶段）的批复。山东石岛
湾核电站扩建一期工程 1、2号机组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宁津镇，规划
建设两台百万千瓦级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及配套设施。（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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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台核电厂稳压器先导式安全阀通过产品鉴定。核电厂稳压器先
导式安全阀是反应堆一回路系统的超压保护装置，是核级阀门中业内公认
国产化难度最大的设备，长期依赖进口。8月 13日，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
计院和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华龙一号稳压器先导
式安全阀”，在成都顺利通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同
时中核科技建立了完整的加工制造能力和质量保障体系，具备国产先导式
安全阀制造和工程化应用的条件。（国家核安全局-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3.5 轨交设备

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
的通知。2024年 7月 18日，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印发《交通运输大规
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到 2028年，船舶运力结构得到有
效改善；新能源公交车辆推广应用持续推进；重点区域老旧机车基本淘汰，
实现新能源机车规模化替代应用；邮件快件智能安检设备广泛推广使用，
寄递领域安检能力大幅提升；北斗终端应用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碳
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下降。（环
资司）

2024年 7月 31日，中国中车发布订单合同公告：公司近期（主要为
2024年 6-7 月）签订合同约 459.9 亿元，包括 136.8 亿元动车组高级修订
单，82亿元货车订单，75.3亿元城轨车辆销售及维保订单，70.2亿元机车
订单，61亿元机车修理订单，15.1亿元动力集中动车组订单，10.6亿元风
电设备订单，8.9亿元动车组订单，合计金额约占公司 2023年营业收入的
19.6%。（公司公告）

8月 16日，国铁发布 2024年第二批动车组高级修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其中五级修 302组，四级修 146.625组，三级修 24组。上半年累计招标五
级修 509组，四级修 268组，三级修 56组。（轨道世界、采招网）

3.6 仪器仪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上海市教育领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行
动计划》。指出，推动高校重点学科、特色领域教学设备配置，加快置换
先进教学设备。重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航
空航天、材料、能源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以及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建设，更新不适应教学需求、性能无法达到教学相关配置标准
或影响使用安全、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设备。通过“双一流”建设经费等
支持高校重点学科、特色领域教学设备更新改造。支持市属公办高校基础
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改造，压实市属公办高校主体责任，鼓励和引导
市属公办高校多渠道筹措资金，持续改善基础教学实验室基本条件。（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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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上市公司信息

【怡合达】增发方案中性调整。调整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出，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 20%，即 115,541,626股（含本数）。调整后：公司拟在创业板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57,654,792.00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
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10%；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含本数）。

【三一重工】向文波、周福贵、俞宏福、刘华、刘道君、孙新良、席
卿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从 2024年 10月 9日至 2025年 1月 8日期间（窗口
期不减持），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不超过 5,000,000股、
755,000股、908,000股、421,600股、198,600股、165,900股、100,000股，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中国重工】继续停牌(起始停牌日：2024-09-03)；停牌原因：拟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

【赛腾股份】孙丰于 2024-09-03将持有的 500.90万股流通股股票质押
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孙丰持股总数为 4,050.16万股，本次质押后累
积质押共 1,925.90万股，占其持有总股份的 47.55%。

【时代电气】19,380,769股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20240909上市流通。
占解禁前流通股 7.46%；占解禁后流通股 6.94%；占总股本 1.37%。

【柏楚电子】股权激励方案实施。方案摘要：本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
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
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109.5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05,452,708
股的 0.5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24 人，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员工总数 864 人的 2.78%，激励对象是公告本激励
计划时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下同）任职的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包
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业务骨干、技术骨干及董事
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
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
过 60 个月。

【普源精电】增发方案：增发发行方式定向，增发类型原有 A股增发
A股，增发招股公告日：2024-09-04。

【容知日新】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兼董事长聂卫华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计划自 2024年 9月 5日起 6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等）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95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
币 1,050万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鼎智科技】57,788,201股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20240903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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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解禁前流通股 101.77%；占解禁后流通股 50.44%；占总股本 42.98%。

5 行业周观点

上周机械设备指数下跌 2.81%，在一级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1，受大盘
拖累机械各子行业均出现下跌。展望后市，新质生产力和大规模设备更新
有望成为机械设备行业全年投资主线，建议关注：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
轨交设备、电梯、农机等方向。机械设备行业指数处于低位，行业内部仍
存在结构性投资机会，维持行业“推荐”评级。

8月挖掘机内销+18.1%，好于 CME预期。2024年 8月销售各类挖掘
机 14647台，同比增长 11.8%，其中国内 6694台，同比增长 18.1%；出口
7953台，同比增长 6.95%。2024年 1—8月，共销售挖掘机 131550台，同
比下降 2.21%；其中国内 66335 台，同比增长 7.32%；出口 65215 台，同
比下降 10.3%。此前，CME预估国内市场预估销量 6600台，同比增长近
17%。出口市场预估销量 7700台，同比增长近 4%。内外销数据均好于 CME
此前预期，市场正在加速回暖，国内市场筑底回升，出口市场逐步修复。
受益于国产品牌去库存、去年同期低基数、海外部分地区需求温和复苏，
出口市场向好。工程机械上市公司 2024H1，盈利能力普遍有所改善，归母
净利润增速大于收入增速。行业自 7月以来回调充分，中长期逻辑①内需
复苏、②更新周期、③出海竞争力提升未变，看好行业长期发展。建议关
注：徐工机械（000425.SZ）、三一重工（600031.SH）、中联重科（000157.SZ）。

“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正式启动，创新产品迭代升级
链条有望打通。2024年 9月 6日，“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部署
动员暨启动仪式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本次活动产需精准对接系列活动预
计持续开展，推动工业母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促进工业母机产业链企业
融通发展。工业母机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我国
工业母机行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在高端技术、产业链配套等
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距离。近期政策方向进一步拓展，从税收优惠拓
展到了产需对接。2024年 8月 6日，国资委印发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采
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在卫星导航、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
机器人等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央企带头使用创新产品。我们认为，政策大力
扶持背景下，我国机床应用场景进一步打开，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叠
加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业母机产业链有望景气复苏。建议关注：华中数控
（300161.SZ）、纽威数控（688697.SH）、海天精工（601882.SH）、豪迈
科技（002595.SZ）、欧科亿（688308.SH）等。

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发布，人工智能赋能人形机器人设计为趋势
之一。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乔红代表主办方发布
《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对人形机器人产业进行了前瞻性布局。AI
赋能为方向之一。产业发展方向目前呈现三个趋势：1）参与者众多，众多
龙头均参与布局。例如，苹果布局桌面机器人，预计最早于 2026年推出桌
面机器人，定价约 1000美元； Musk透露 Optimus 2025 年少数量产内部
使用，2026年大规模量产等；2）整机产品多与下游工厂开展合作，共同
推动产品落地。例如，优必选Walker S与蔚来达成合作后，近期与东风柳
汽、一汽-大众青岛公司也陆续达成合作，加速在汽车工厂的运用部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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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厂多与大模型合作，AI+成为发展趋势。我们认为，行业向产业化、
商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改，但需注意甄别相关公司是否具备核心技
术。关注：三花智控（002050.SZ）、五洲新春（603667.SH）、绿的谐波
（688017.SH）、雷赛智能（002979.SZ）、贝斯特（300580.SZ）、柯力传
感（603662.SH）。

轨交设备调整较多，逢低布局龙头主机厂。近期轨交设备调整较多，
我们认为是因为行业前期订单及招标较多，市场给予较高的业绩预期，预
期差落空所致。但实际订单到收入确认需要一定周期，且中车 24H 营收
900.39亿元（同比+3.13%），归母净利润 42.01亿元（同比+21.4%）表现
亮眼。从政策角度：2024 年 7月 18日，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
《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七大更新行动，并指
出 2028年为主要目标达成的时间节点。从投资角度看：2023年，全国铁
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645亿元、同比增长 7.5%；2024年 1-3月，全国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 1248亿元，同比+9.86%。按照 2023年一季度投资占全年
投资比例测算，2024年总投资有望达 8399亿元。从需求角度：2024年 8
月 16日，国铁发布二批高级修招标，五级修占比较高，轨交设备进入维保
周期。政策推动更新需求释放，行业估值中枢有望上移。可关注：中国中
车（601766,SH）、中铁工业(600528.SH)、中国通号(688009.SH)等。

国常会核准 5个核电项目，共计 11台机组，关注核电设备长期投资
机会。2024年 8月 19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决定核准江苏徐圩一
期工程等五个核电项目。此次核准的 5个核电项目，包括中核江苏徐圩一
期工程，中广核广东陆丰一期工程、山东招远一期工程、浙江三澳二期工
程，国家电投广西白龙一期工程，合计 11台机组。2019-2024年，我国核
准核电机组数量分别为 6台、4台、5台、10台、10台、11台，核电步入
常态化发展。后续随着项目推进，设备厂商订单逐步交付，业绩将逐步得
到确认。可关注：佳电股份（000922.SZ）、中核科技（000777.SZ）、景
业智能 (688290.SH) 、 江苏神通 (002438.SZ) 、科新机电(300092.SZ)、
兰石重装(603169.SH)等。

表 1：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价（元）

2024/09/06
EPS（元） PE（倍） 投资评级

2023A 2024E 2025E 2023A 2024E 2025E
688017.SH 绿的谐波 62.66 0.50 0.62 0.85 150.8 101.2 73.5 未评级

002050.SZ 三花智控 17.68 0.81 0.93 1.10 21.7 19.1 16.1 未评级

000425.SZ 徐工机械 6.20 0.45 0.55 0.70 13.5 11.2 8.9 增持

603298.SH 杭叉集团 17.20 1.86 1.55 1.77 11.6 11.1 9.7 未评级

603667.SH 五洲新春 13.27 0.40 0.48 0.61 37.3 27.4 21.7 未评级

688187.SH 时代电气 44.01 2.19 2.61 3.07 18.0 16.9 14.3 未评级

601766.SH 中国中车 6.83 0.41 0.47 0.53 15.7 14.5 13.0 未评级

688308.SH 欧科亿 15.15 1.05 1.17 1.56 20.4 12.9 9.7 买入

300083.SZ 创世纪 5.78 0.12 0.27 0.34 65.4 21.5 17.0 未评级

688290.SH 景业智能 27.24 0.35 0.87 1.45 75.9 31.5 18.8 未评级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未评级个股数据均来源于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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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6.1宏观经济景气度不及预期。机械行业具周期性，宏观经济周期性
波动可能会对所属行业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6.2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对机械行业影响较大，若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可能会对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6.3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形成的不确定性风险。机械行业属于典型的
制造业，需要大量、多品类的原材料，若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会对
相关公司产生影响。

6.4行业和市场竞争风险。行业竞争加剧，会对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6.5产业政策变动风险。机械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政策变
化会对相关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6.6第三方数据错误风险。本报告数据来源于公开或已购买数据库，
若这些来源所发布数据出现错误，将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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