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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5 年 1月 13 日-2025 年 1 月 17 日机械设备指数上涨 5.66%，
在一级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4位。各子行业均实现正收益，其中通
用设备（+6.48%）、工程机械（+6.34%）涨幅居前，轨交设备
（+1.91%）涨幅靠后。我们认为，机械设备行业子行业众多，仍
存在结构性投资机会，维持行业“推荐”评级。可以关注:（一）
科技强国战略高地-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消费电子设备等；
（二）受益于内需复苏的顺周期板块，如工程机械、数控机床。

 人形机器人催化频出，持续关注产业新进展。① 2025 年 1月 8
日，马斯克在最新连线采访中表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2026年
其人形机器人产量将增加 10倍，达 5万到 10万个，2027年再增
加 10 倍；②2025 年 1月 11日，OpenAI 硬件部门的总监 Caitlin
Kalinowski在社交平台透露，OpenAI将开发配备定制传感器的机
器人；③2025年 1月 15 日，富士康与优必选宣布，双方将就人
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建立全方位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④宇树 Unitree G1新视频，展示行走和跑步两大技能；⑤2025年
1月 17日，乐聚第 10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成功交付给了北汽越
野车公司，标志着乐聚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实现了从“发布即量产”
到“批量交付”的阶段跨越。我们认为，2025年为人形机器人量产
元年，行业有望逐步从主题投资向基本面投资过渡，建议把握确
定性较高的环节及个股。可以关注：三花智控（002050.SZ）、绿
的谐波（688017.SH）、雷赛智能（002979.SZ）、柯力传感
（603662.SH）、拓斯达（300607.SZ）等。

 12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8万台，同比大增 35%。2024年 12月日
版主要四家机床企业订单总额 357 亿 2800 万日元，同比增长
19.5%，实现连续七个月增长。主要受益于①中国新能源车（NEV）
相关需求的扩大，以及通用机械领域订单的增加；②美国航空航
天和能源领域需求。我国 2024年 12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8万台，
同比大增 35%。工业母机是通用设备的主要品种，受政策支持、
宏观经济影响较大。2024年 12月份，我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 51%，
同比+2.3pct，连续三个月处在扩张区间，表明经济底部恢复迹象
较为明显，增量政策对企业信心的提振效果有所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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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周期“工业母机”板块
有望加速复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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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拟加强仪器出口管制，倒推高端仪器自主可控。2025年 1月
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
（IFR），拟对某些科学仪器实施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包括高
参数流式细胞仪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这两类仪器目前以进
口品牌占据主要地位，截至 2021年底，我国高校院所大型质谱仪
器中 97.9%为进口仪器，国产仪器数量仅 230套，占比 2.1%，超
七成的质谱仪器来自美国。我们认为，美国加大对华高端科学仪
器的管制力度，倒逼质谱仪等高端仪器自主可控的进程提速，国
内质谱仪龙头有望受益。建议关注：莱伯泰科（688056.SH）、
聚光科技（300203.SZ）、禾信仪器（688622.SH）。

 12 月挖机销量同比+16%，开工小时数同比+19.5%。2024年 12
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9369台，同比增长 16%。其中国内销量 9312
台，同比增长 22.1%；出口量 10057台，同比增长 10.8%。2024
年 12月，我国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108时/月，同比增长 19.5%，
创近三年以来新高，开工端逐步恢复。国内市场受益于新一轮集
中换新周期到来，地产宽松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国家大规模换新
政策催化作用显现等因素影响，增长较快。出口市场受益于国产
品牌去库存逐渐完成、同期低基数、海外部分地区需求温和复苏，
月销量恢复正增长。建议关注：徐工机械（000425.SZ）、三一重
工（600031.SH）、中联重科（000157.SZ）。

 中车披露 2024 年 8-12 月订单，合计金额约 693.5 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约 192.6 亿元的动车组销售合同，约 169亿元的动车组
高级修合同，约 104亿元的城市轨道车辆、设备销售及维保合同，
约 70.7亿元的货车销售合同。2024年 11月 13日，中国铁路官方
微信号披露 1-10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51亿元、同
比增长 10.9%。行业从政策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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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2024年 11月 5日，国铁集团发布第二次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组招标公告公布，共计招标 80组，截至 2024年
11月合计招标已达 245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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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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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数据错误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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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 EPS（元） PE（倍） 评级

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000425.SZ 徐工机械 7.67 0.36 0.45 0.56 0.65 0.75 22.0 17.8 14.4 12.4 10.6 增持

688017.SH 绿的谐波 142.60 0.92 0.50 0.48 0.63 0.84 86.2 166.7 298.9 228.5 170.7 未评级

603662.SH 柯力传感 73.74 0.92 1.10 1.12 1.33 1.56 18.5 39.1 65.6 55.2 47.1 未评级

002979.SZ 雷赛智能 32.38 0.72 0.45 0.70 0.89 1.13 32.0 30.3 46.5 36.4 28.8 未评级

300607.SZ 拓斯达 31.33 0.37 0.21 0.15 0.41 0.78 94.7 41.7 214.1 80.8 42.6 未评级

688056.SH 莱伯泰科 30.20 0.67 0.41 0.65 0.86 1.14 39.2 50.5 48.6 36.8 27.7 未评级

300161.SZ 华中数控 25.88 0.08 0.14 0.31 0.64 0.93 145.4 424.6 83.8 40.7 27.9 未评级

002595.SZ 豪迈科技 52.60 1.50 2.02 2.15 2.45 2.86 23.7 17.6 16.6 14.5 12.4 买入

601882.SH 海天精工 21.13 1.00 1.17 1.16 1.35 1.58 36.9 26.2 18.0 15.5 13.3 未评级

601766.SH 中国中车 7.47 0.41 0.41 0.47 0.52 0.57 14.2 13.0 15.8 14.3 13.1 未评级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收盘价为 2025年 1月 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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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13-2025.01.17机械设备行业上涨 5.66%，在一级 31个行业中
排名第 4位。子行业中通用设备（+6.48%）、工程机械（+6.34%）、专用
设备（+5.85%）、自动化设备（+5.75%）、轨交设备（+1.91%）。

重点覆盖个股中，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凯尔达（+24.87%）、罗博
特科（+24.14%）、电光科技（+21.51%）、绿的谐波（+18.79%）、恒立
液压（+18.71%）；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海得控制（-20.5%)、赛腾股份
（-5.9%）、冰轮环境（-4.8%）、鼎泰高科（-4.12%）、致远新能（-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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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我国制造业 PMI 50.1%，同比+1.1pct，环比-0.2 pct，
连续三个月处于荣枯线上；制造业新订单 PMI 51%，同比+2.3pct，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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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pct；制造业生产 PMI 52.1%，同比+1.9 pct，环比-0.3 pct。
截至 2024年 12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同比增加 3.2%，其中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加 9.2%，基建投资同比增加 9.19%。

截至 2024年 11月，我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 65670.8 亿元，同比增
加 3.3%；截至 2024年 12月，我国全部工业品 PPI同比下降 2.3%，环比
下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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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8万台，同比增加 35%；2024年 11
月金属成形机床产量 1.4万台，同比增加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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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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 71382台，同比增加 36.7%；2024
年 12月，我国叉车销量 111329台，同比增加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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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2819.3万部，同比下降 5.6%；2024
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 330.96 百万部，同比增加 2.4%，增速连续
六个季度同比正增长，智能手机出货量复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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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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我国共生产挖掘机 27189台，同比增长 44%；2024年
12月，共销售各类挖掘机 19369台，同比增加 16%。挖机内销增速从 2024
年 4月转正以来，已连续八个月同比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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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我国挖机出口 10057台，同比增长 10.8%。2024年 12
月，我国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108时/月，同比增长 19.5%，创近三年以来
新高，开工端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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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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我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累计 73893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23%；2024年 11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当月发行 12307亿元，1-11月份累
计发行 671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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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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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100万台人形机器人行星滚柱丝杠产业化项目诞生。2025年 1月
3日，杭州新剑机电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台人形机器人行星滚柱

丝杠产业化项目奠基仪式成功举行。该项目不仅标志着新剑传动在人形机

器人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更彰显了其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积淀和强劲

实力。（中国机器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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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成立未来实验室研发机器人：聚焦具身智能。据中国机器人网

2025年 1月 2日消息，比亚迪第十五事业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研发具

身智能，事业部最高负责人罗忠良直接主管该项目，专注于具身智能领域，

包括机器人的研发。（中国机器人网）

NVIDIA将在 2025年加大对机器人技术的支持。据中国机器人网 2025
年 1月 2日消息，2025年上半年，NVIDIA 将为仿人机器人推出名为 Jetson
Thor新一代紧凑型计算机，NVIDIA 并不打算与特斯拉等制造商直接竞争，

而是为全球"数十万"机器人制造商提供一种底层 OEM。（中国机器人网）

OpenAI“考虑”重新研发制造仿人机器人。据中国机器人网 2025年 1
月 2日消息，OpenAI 最近在探讨制造自己的仿人机器人。此前，OpenAI
已经投资了Figure和 1X 以及 "通用人工智能 "公司 Physical Intelligence。
（中国机器人网）

2025年 1月 7日至 10日，2025 CES全球消费电子展将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盛大开幕。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及影响力的科技盛会，CES
被誉为“科技春晚”，是全球科技创新和消费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届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头部科技玩家将展示最前沿的创新技术和卓越产品，生动

诠释科技赋能生活的无限可能。（科创板日报）

马斯克：今年目标是制造数千台擎天柱人形机器人，未来两年每年翻

10倍。当地时间 1 月 8 日，马斯克在最新连线采访中表示，如果一切进

展顺利，2026 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产量将增加 10 倍，因此我们的目标是

明年生产 5 万到 10 万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在第二年再增加 10 倍。马斯

克近日在一次游戏直播时曾称，未来几周内，可能会更新 Optimus，其进

展顺利，团队表现出色。此外，马斯克还表示，大约到 2025 年第二季度，

FSD 将比人类驾驶员更安全。（中国机器人网）

OpenAI的招聘信息揭示了其机器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 2025
年 1月 11日，OpenAI硬件部门的总监 Caitlin Kalinowski在社交平台透露，

OpenAI 将开发配备定制传感器的机器人。据介绍，OpenAI的机器人团队

将专注于开发“通用”“自适应”和“多功能”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

在“动态”“真实世界”环境中以类似人类的智能运行。为此，OpenAI
团队将自主开发传感器和计算组件，并由 OpenAI自研的 AI模型驱动。（科

创板日报）

富士康与优必选人形机器人进行战略合作。2025年 1月 15日，富士

康与优必选宣布，双方将就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建立全方位

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开展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制造场景的测试验证及技

术创新等工作，积极推动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在富士康智能制造场景的实际

应用。目前，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Walker S1已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

的工厂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实训工作，成功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物流场景

中的应用可行性。第二阶段，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将进入富士康河南郑

州车厂实训。（中国机器人网）

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再进化：柔顺行走、仿人奔跑。近日，宇树科技

展示了 Unitree G1行走和跑步两大技能。奔跑阶段，双腿微曲，双臂开摆，

像极了人类，并且可以在石块路面、土坡、阶梯、斜坡等各场景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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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失误时，机器人也能极短时间内调整应对，保持身体的平衡。（中

国机器人网）

乐聚第 100 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成功交付北汽越野车。2025 年 1 月

17日，乐聚第 10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成功交付给了北汽越野车公司，标

志着乐聚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实现了从“发布即量产”到“批量交付”的阶

段跨越。（中国机器人网）

3.2 工程机械

2024年11月我国挖掘机销售快报：2024年 11月销售各类挖掘机17590
台，同比增长 17.9%。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9020台，同比增长 20.5%；出口
量 8570台，同比增长 15.2%。2024年 1—11月，共销售挖掘机 181762台，
同比增长 1.93%；其中国内销量 91231 台，同比增长 10.8%；出口 90531
台，同比下降 5.66%。（工程机械杂志）

2024年 12 月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快报：2024 年 12月销售各
类挖掘机 19369台，同比增长 16%。其中国内销量 9312台，同比增长 22.1%；
出口量 10057 台，同比增长 10.8%。2024 年，共销售挖掘机 201131台，
同比增长 3.13%；其中国内销量 100543台，同比增长 11.7%；出口 100588
台，同比下降 4.24%。

2024年 12月销售各类装载机 9410台，同比下降 0.08%。其中国内销
量 4501台，同比下降 19.6%；出口量 4909台，同比增长 28.5%。2024年，
共销售各类装载机 108209台，同比增长 4.14%。其中国内销量 54326台，
同比下降 3.94%；出口量 53883 台，同比增长 13.8%。（中国工程机械工
业协会）

3.3 通用设备

2024 年 1-11月中国机床工具全行业完成营业收入 9302亿元，同比下
降 5.6%。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同比增长 6.6%，金属成形机床同比增长 5.5%。
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3.7%，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4.6%.全国规模
以上企业金切机床产量 61.2万台，同比增长 8.1%；金属成形机床产量 14.4
万台，同比增长 4.3%。机床工具产品进出口总额 287.9亿美元，同比下降
1.2%。其中，进口额 91.9亿美元，同比下降 9.4%；出口额 195.9亿美元，
同比增长 3.2%。金属切削机床进口额 43.3亿美元，同比下降 7.9%；出口
额 50.4 亿美元，同比持平。金属成形机床进口额 6.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7%；出口额 23.0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2024年 12月日本主要四家机床订单增长 19.5%，出口连续四个月保
持增长。2024年 12月日本主要四家机床企业的订单总额为 357亿 2800万
日元，同比增长 19.5%，实现连续七个月增长。出口业绩全线增长，各地
区市场表现有所不同。牧野铣床制造所全年订单增长 1.6%，为两年来首次
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市场 NEV 相关需求的扩张，以及美国市场航空航
天领域的稳健表现。（中日制造业设备工具大全）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8

3.4 轨交设备

中国中车于近期（主要为 2024年 8-12月）签订了若干项合同，合计
金额约693.5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约192.6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销售合同，
约 169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高级修合同，约 104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轨道车
辆、设备销售及维保合同，约 70.7亿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公司公
告）

3.5 仪器仪表

美国拟加强两类高端科学仪器出口管制,国内市场仍以进口为主。当地
时间 1月 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
（IFR），拟对某些科学仪器实施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包括高参数流式
细胞仪（high-parameter flow cytometers）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等某些质谱设备（mass spectrometry）。质谱仪、细胞仪等都是实验分析仪
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因为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因此目前
仍严重依赖进口。(财联社-科创板日报)

4 重点上市公司信息

【冰山冷热】第 1次 2024年年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预增。预测业
绩：净利润约 11,000.00万元~12,000.00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利润 4,938.00
万元，变化约为 122.76%~143.01%。

【北方华创】第 1次 2024年年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预增。预测业
绩：净利润约 517,000.00 万元~595,000.00 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利润
389,907.00万元，变化约为 32.60%~52.60%。

【杭氧股份】20250115：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3,438.50万元收购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杭州新世纪 51%股权，杭州新世纪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中微公司】第 1次 2024年年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略减。预测业
绩：净利润约 150,000.00 万元~170,000.00 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利润
178,600.00万元，变化约为-16.01%~-4.81%。

5 行业周观点

2025年 1 月 13 日-2025 年 1月 17 日机械设备指数上涨 5.66%，在一
级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4位。各子行业均实现正收益，其中通用设备（+6.48%）、
工程机械（+6.34%）涨幅居前，轨交设备（+1.91%）涨幅靠后。我们认为，
机械设备行业子行业众多，仍存在结构性投资机会，维持行业“推荐”评
级。可以关注:（一）科技强国战略高地-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消费
电子设备等；（二）受益于内需复苏的顺周期板块，如工程机械、数控机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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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催化频出，持续关注产业新进展。① 2025年 1月 8日，
马斯克在最新连线采访中表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2026年其人形机器人
产量将增加 10倍，达 5万到 10万个，2027年再增加 10倍；②2025年 1
月 11 日，OpenAI 硬件部门的总监 Caitlin Kalinowski 在社交平台透露，
OpenAI将开发配备定制传感器的机器人；③2025年 1月 15日，富士康与
优必选宣布，双方将就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建立全方位长期
战略合作关系；④宇树 Unitree G1新视频，展示行走和跑步两大技能；⑤
2025年 1月 17日，乐聚第 10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成功交付给了北汽越
野车公司，标志着乐聚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实现了从“发布即量产”到“批量交
付”的阶段跨越。我们认为，2025 年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行业有望逐
步从主题投资向基本面投资过渡，建议把握确定性较高的环节及个股。可
以关注：三花智控（002050.SZ）、绿的谐波（688017.SH）、雷赛智能
（002979.SZ）、柯力传感（603662.SH）、拓斯达（300607.SZ）等。

12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8万台，同比大增 35%。2024年 12月日版主
要四家机床企业订单总额 357亿 2800万日元，同比增长 19.5%，实现连续
七个月增长。主要受益于①中国新能源车（NEV）相关需求的扩大，以及
通用机械领域订单的增加；②美国航空航天和能源领域需求。我国 2024
年 12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8万台，同比大增 35%。工业母机是通用设备
的主要品种，受政策支持、宏观经济影响较大。2024年 12月份，我国制
造业新订单指数 51%，同比+2.3pct，连续三个月处在扩张区间，表明经济
底部恢复迹象较为明显，增量政策对企业信心的提振效果有所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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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周期“工业母机”板块有望加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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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拟加强仪器出口管制，倒推高端仪器自主可控。2025年 1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IFR），拟
对某些科学仪器实施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包括高参数流式细胞仪和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等。这两类仪器目前以进口品牌占据主要地位，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高校院所大型质谱仪器中 97.9%为进口仪器，国产仪器数量仅
230套，占比 2.1%，超七成的质谱仪器来自美国。我们认为，美国加大对
华高端科学仪器的管制力度，倒逼质谱仪等高端仪器自主可控的进程提速，
国内质谱仪龙头有望受益。建议关注：莱伯泰科（688056.SH）、聚光科
技（300203.SZ）、禾信仪器（688622.SH）。

12月挖机销量同比+16%，开工小时数同比+19.5%。2024年 12月销
售各类挖掘机 19369台，同比增长 16%。其中国内销量 9312 台，同比增
长 22.1%；出口量 10057台，同比增长 10.8%。2024年 12月，我国挖掘机
开工小时数为 108时/月，同比增长 19.5%，创近三年以来新高，开工端逐
步恢复。国内市场受益于新一轮集中换新周期到来，地产宽松政策效果逐
步显现、国家大规模换新政策催化作用显现等因素影响，增长较快。出口
市场受益于国产品牌去库存逐渐完成、同期低基数、海外部分地区需求温
和复苏，月销量恢复正增长。建议关注：徐工机械（000425.SZ）、三一重
工（600031.SH）、中联重科（000157.SZ）。

中车披露 2024年 8-12 月订单，合计金额约 693.5亿元人民币。其中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10

包括约 192.6亿元的动车组销售合同，约 169亿元的动车组高级修合同，
约 104亿元的城市轨道车辆、设备销售及维保合同，约 70.7亿元的货车销
售合同。2024 年 11月 13日，中国铁路官方微信号披露 1-10 月，全国铁
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51亿元、同比增长 10.9%。行业从政策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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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2024年 11月 5日，国铁集团发布第二次 350公
里复兴号动车组招标公告公布，共计招标 80组，截至 2024年 11月合计招
标已达 245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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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重点关注公司盈利预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

价

EPS（元） PE（倍） 评级

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000425.SZ 徐工机械 7.67 0.36 0.45 0.56 0.65 0.75 22.0 17.8 14.4 12.4 10.6 增持

688017.SH 绿的谐波 142.60 0.92 0.50 0.48 0.63 0.84 86.2 166.7 298.9 228.5 170.7 未评级

603662.SH 柯力传感 73.74 0.92 1.10 1.12 1.33 1.56 18.5 39.1 65.6 55.2 47.1 未评级

002979.SZ 雷赛智能 32.38 0.72 0.45 0.70 0.89 1.13 32.0 30.3 46.5 36.4 28.8 未评级

300607.SZ 拓斯达 31.33 0.37 0.21 0.15 0.41 0.78 94.7 41.7 214.1 80.8 42.6 未评级

688056.SH 莱伯泰科 30.20 0.67 0.41 0.65 0.86 1.14 39.2 50.5 48.6 36.8 27.7 未评级

300161.SZ 华中数控 25.88 0.08 0.14 0.31 0.64 0.93 145.4 424.6 83.8 40.7 27.9 未评级

002595.SZ 豪迈科技 52.60 1.50 2.02 2.15 2.45 2.86 23.7 17.6 16.6 14.5 12.4 买入

601882.SH 海天精工 21.13 1.00 1.17 1.16 1.35 1.58 36.9 26.2 18.0 15.5 13.3 未评级

601766.SH 中国中车 7.47 0.41 0.41 0.47 0.52 0.57 14.2 13.0 15.8 14.3 13.1 未评级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收盘价为 2025年 1月 17日，未评级个股数据均来源于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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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