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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布局国产化主线 

 

本报告导读：工博会成为高端装备主题短期催化，政策红利和关键领域国

产化率提升是中长期逻辑，看好工业母机/机器人/能源领域装备国产化。 

 摘要： 

[Table_Summary]  事件：9 月 19 日-23 日，第 23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

大会以“碳循新工业 数聚新经济”为主题，参展企业覆盖从零部件

到整机装备、解决方案的高端制造全产业链。9 月 1 日工信部等七部

门印发《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提出开展工

业母机、仪器仪表、机器人等创新产品推广应用系列行动； 8 月 8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印发《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工博会

成为高端装备主题短期催化，持续地产业及财税政策支持和关键领域

国产化率的提升构筑中长期逻辑。推荐：1、工业母机：高端数控机

床（纽威数控/海天精工/科德数控等）/工控系统（禾川科技）/刀具

（华锐精密等）；2、机器人：精密零部件（鸣志电器/双环传动等）

/整机（埃斯顿/博实股份）；3、能源装备：油气开采（杰瑞股份/迪

威尔/海油工程）/能源开发（中国海油）/绿氢（京城股份等受益）。 

 工业母机代表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我国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水平

亟待提升。近年来新能源车等新兴产业为数控机床行业带来需求增

量，预计 2023 年我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超 4 千亿元，同比增长 6.9%，

但我国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的国产化率不足 10%。我国月度机床出口

金额超 9 亿美元创新高，但 2020 年以来，我国进口机床单价平均达

7.95 万美元远超出口机床，我国在高端机床领域竞争力仍弱。发那

科/安川/NSK 等公司在我国机床数控系统、传动系统中份额领先，机

床本体领域国内公司整体市场份额提升，但五轴机床等高端领域国产

化率较低，看好高端数控机床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 

 工业机器人出货量环比回升，看好核心零部件和系统领域自主化。据

MIR 数据，2023 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 13.4 万台，一季度

回落后二季度销量达 6.8 万台，同环比回升，光伏、汽车电子、半导

体领域需求提升，消费电子和整车需求回落，二季度自主品牌市场份

额大幅提升至 44%，预计 202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达 208 万台，

但核心零部件和系统领域自主化水平仍待提升，精密减速器市场国产

化水平较低，ABB/发那科/库卡等巨头研发支出体量高于国内机器人

本体公司，但国内头部公司持续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已在伺服电机、

控制器等领域实现产业化应用，看好机器人精密减速器领域国产化。 

 能源装备在原油价格高位下景气高企，保供与低碳转型形成共振。我

国原油进口量在 2020 年达到峰值的 5.4 亿吨后出现回落，但原油进

口依存度仍在 70%以上，沙特/俄罗斯/伊拉克仍是我国原油进口占比

最高的三个国家。8 月 30 日我国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制绿氢项目-中

石化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全面建成投产，首次贯通光伏发电、绿电输送、

绿电制氢、氢气储存、氢气输运和绿氢炼化全产业链，标志我国绿氢

规模化工业应用实现零的突破。当前我国电解水制氢占比不足 5%，

预计 2025 年占比快速提升至接近 50%，制氢装备需求进入爆发期。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及预期压制企业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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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3 届工业博览会：碳循新工业，数聚新经济 

 

2023 年 9 月 19 日-23 日，第 23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博会）将在

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以“碳循新工业 数聚新经济”为主题，围绕制造

业低碳化发展、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新趋势，打造国际化、开放性、高水

平的全球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工博会作为全球工业发展的风向标，将展示众多前沿科技成果。本届工

博会展览面积 30 万平方米，来自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 家企业

参展，覆盖从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到整机装备、整体解决

方案的全产业链，现场将发布近千项新产品、新技术。核心展区由机器

人、工业自动化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展区构成，集中展示智能化重塑的

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合计规模超 13 万平米，已超越 2023 年德

国汉诺威工博会同类展区。 

 

本届工博会设置九大专业展区：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工业自动化展、

机器人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能源技术与设备展、节能环保技

术与设备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新材料产业展和科技创新展。 

 

图 1：第 23 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 30 万平米，并设置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机器人等展业展区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博览会网站 

 

机器人展区围绕“让智造更智慧”主题，展区面积超 5 万平米，是全球

范围内规模最大、工业机器人领域企业参与数最多的展会。本次展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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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或全国首发的以机器人为核心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预计将有

300 多项。参展企业包括机器人“四大家族”：发那科、ABB、库卡和安

川电机，以及埃斯顿、新时达、节卡、新松等国内知名机器人整机领军

企业。除上述国内外机器人“链主”企业外，还包括纳博特斯克、哈默

纳科、绿的谐波等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产业链配套厂商，共 350 多家产

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参展。 

 

图 2：机器人展汇聚发那科/ABB 和埃斯顿/新时达/新松/大族/绿的/环动科技等国内外整机和零部件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博览会网站 

 

图 3：节卡/遨博/钱江机器人/仙工/中大力德/秦川等国内机器人整机和零部件公司参展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博览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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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博会作为链接国内外工业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平台，将助力工

业经济稳定增长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4.5%，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其中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2.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长 2.9%，加快 2.2 个百分点；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

值均同比增长 5.4%。近期工信部发布了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电子信

息等 10 个行业稳增长政策并正在加快落实。工博会作为我国工业领域

对外展示和交流合作的重要舞台，将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促进工业经

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 高端装备：看好需求有韧性，国产化率提升的工

业母机/机器人/油气开采和制氢装备 

 

2.1.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端装备领域享受政策红利 

 

高端装备作为战略新兴产业持续获得产业和财税政策支持。2023 年 9 月

1 日，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

提出开展工业母机、仪器仪表、农机装备、高端医疗装备、智能检测装

备、机器人等创新产品推广应用系列行动。8 月 22 日，工信部等四部门

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 年）》，提出全面推

进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研制工业机器人基础共性、关键

技术和行业应用标准，研制高端数控机床关键共性技术、整机、数字化

控制与核心部件标准。财政支持方面，8 月 8 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印发

《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提出生产销售先进工业母机主

机、关键功能部件、数控系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按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  

  

图 4：8 月我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边际回暖(%) 图 5：8 月 PPI 环比继续改善，CPI 重回正增长（%）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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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高端装备领域政策催化不断，工业母机、仪器仪表、机器人等领域是重点发展方向 

时间 政策文件 内容 

2023 年 9

月 1日 

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 

《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 

开展工业母机、仪器仪表、农机装备、高端医疗装备、智能

检测装备、机器人等创新产品推广应用系列行动; 

加快推进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高性能医疗器械、农

机装备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2023 年 8

月 22日 

工信部等四部门印发 

《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

2035 年）》 

全面推进新兴产业标准体系建设。1、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制

集成电路、基础器件、能源电子、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

电子信息标准；2、新能源。3、新材料。4、高端装备。研制

工业机器人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行业应用标准。研制高端

数控机床关键共性技术、整机、数字化控制与核心部件标

准。研制农机装备基础通用、关键技术以及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标准。研制工程机械基础通用、关键材料、核心部件、

电动化以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标准。研制医疗装备关键材

料、核心部件、运行服务与集成应用标准。研制智能检测装

备基础、关键技术和互联互通标准。研制增材制造装备核心

工艺和部件、关键技术、测试评估等标准。5、新能源汽车。

6、绿色环保。7、民用航空。8、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2023 年 8

月 8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自 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7 年 12月 31日，对生产销售先进

工业母机主机、关键功能部件、数控系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允许按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企业应纳增值税

税额。 

2023 年 6

月 30日 

工信部等五部门印发 

《制造业可靠性提升实施意见》 

实施基础产品可靠性“筑基”和整机装备与系统可靠性“倍

增”工程。机械行业重点提升工业母机用滚珠丝杠、导轨、

主轴、转台、刀库、光栅编码器、数控系统、大功率激光

器、泵阀，农业机械用精密排种器、液压件、柴油机燃油喷

射系统、拖拉机动力换挡系统、尾气后处理系统，工程机械

用数字化液压元件、一体化电驱动系统，工业机器人用精密

减速器、智能控制器，仪器仪表用控制部件、传感器、源部

件、探测器、样品前处理器等关键专用基础零部件和高端轴

承、精密齿轮、高强度紧固件、高性能密封件等通用基础零

部件的可靠性水平。 

数据来源：工信部，财政部，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2. 工业母机：看好高端数控机床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 

 

工业母机是重要的基础高端装备，代表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我国高端

数控机床国产化水平亟待提升。数控机床产业链上游包括零部件铸件/钣

金件等机床机架、丝杠/导轨/轴承/齿轮等传动系统、伺服电机/伺服系统

等数控系统和刀具等耗材，中游包括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型机床和特

种加工机床，下游需求包括新能源车、军工、精密模具、半导体等领域。

近年来新能源车等新兴成长领域的发展为数控机床行业带来了新的增

量，预计 2023 年，我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超 4 千亿元，同比增长 6.9%，

但我国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的国产化率不足 10%，尤其是技术门槛较高

的五轴加工中心领域亟待自主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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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我国数控机床产业链完整，汽车、军工、磨具等行业需求占比较高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我国机床出口金额创新高，但进口机床单价远高于出口机床。2020 年以

来，我国机床进出口数量整体维持稳定，出口金额相较进口金额明显走

强，6 月出口金额达 9.6 亿美元创月度新高。2022 年以来我国机床出口

与进口额的剪刀差持续扩大，2023 年 1-7 月，我国机床出口金额超 60 亿

美元，进口金额为 38.2 亿美元，显示出我国机床产品全球竞争力有所增

强，但从进出口机床单价情况看，我国在高端机床领域竞争力仍弱，进

口机床单价远超出口机床。2020 年以来，我国进口机床单价平均为 7.95

万美元，且 5 月以来进口机床单价出现显著提升。 

  

图 7：高端制造需求拉动数控机床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图 8：我国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国产化水平仍低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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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数控机床核心零部件和本体领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但在高端领

域市占率仍低。我国数控机床产品结构中数控金属切削机床占比超 50%，

其次为数控金属成型机床和特种加工机床。从数控机床的成本结构看，

数控系统占比达 40%，其次为机床结构、传动系统、电机和刀库等，我

国在机床数控系统中的国产化率水平较低，发那科、安川和西门子等国

际巨头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华中数控、广州数控等国产厂家也有所突

破，在传动系统中，NSK/THK/Rexroh 等公司市场份额领先，秦川机床

等国内公司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在机床本体领域，国内公司整体市

场份额不低，如 2021 年，创世纪、北京精雕、海天精工等公司均占有 4-

5%的市场份额，但在五轴机床领域整体国产化率较低。 

 

 

  

图 9：我国机床出口额与进口额剪刀差放大(万美元) 图 10：我国进口机床单价远高于出口且短期显著提升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11：数控金属切削机床是主要的数控机床品种 图 12：数控系统占据数控机床成本的大头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MIR，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出口金额：机床 进口金额:机床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0

2

4

6

8

10

12

14

单价比（进口/出口）右轴 进口单价（万美元）

53.2%

28.5%

17.0%

1.3%

我国数控机床产品结构（%）

数控金属切削机床

数控金属成型机床

数控特种加工机床

其他

数控系统, 40%

结构, 25%

传动系统, 15%

电机, 10%

刀库, 5%
其他, 5%

 



 

 

A 股策略专题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9 of 17 

 

2.3. 机器人：出货量环比回升，看好精密减速器国产化 

 

工业机器人出货量环比回升，光伏、汽车电子、半导体领域需求回升。

根据 MIR 数据，2023 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整体为 13.4 万台，

同比微增约 1%，分季度看，2023 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货量同比

下滑 3.3%，环比回落，而二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有所反弹，整体销

量达 6.8 万台，同比增长 5.4%，环比回升。从工业机器人的需求结构看，

上半年需求的增量主要来自光伏、汽车电子、半导体和医疗用品领域，

其中光伏领域同比大增 94%，此数据与上半年光伏新增装备的大幅增长

相匹配，而电子、汽车整车、家用电器和金属制品领域同比负增长，其

中电子和汽车整车领域分别下滑12%和10%，反映出行业整体增速回落。 

 

我国工业机器人需求维持强劲，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智能化转

型持续推进，2022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 44.3 万台，相较 2016 年增

长超 5 倍，2017 年以来年复合增速达 37%。2022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保

有量达 136 万台，预计 2025 年保有量将增长至 208 万台。 

 

工业机器人作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装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升。

2023 年上半年，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份额同比提升至 44%，

而同期外资工业机器人品牌的市场份额从 64%回落至 56%，工业机器人

领域的国产化水平显著提升。 

  

图 13：国产厂商在数控机床本体市场占有一定份额 图 14：数控机床高端零部件领域国产化水平整体仍低 

 

部件 代表厂家（进口/国产） 国产化率 

数控系统 
发那科/安川电机/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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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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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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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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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北京精雕/海天精工/纽威数

控 

10% 

（五轴）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MIR，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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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图 16：202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有望超 200 万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高工机器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IFR，艾瑞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我国已形成较完整的工业机器人产业生态，但在核心零部件和系统领域

的自主化水平仍待提升。从机器人的分类看，当前多关节和 SCARA 机

器人使用较广，协作机器人处于快速导入阶段，具备使用灵活、易编程

和低使用成本的优势。从机器人的主要成本构成看，减速机、伺服系统、

控制器占成本大头，合计成本占比达 70%，而当前精密减速器市场国产

化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国产化空间。机器人作为高精密装备需要持续

且高额的研发投入支撑，ABB、发那科、库卡、安川电机等国际巨头研

发支出体量显著高于国内机器人本体公司，但国内公司的研发收入占比

较高，持续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且已在伺服电机、控制器等领域实现

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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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光伏行业新增装机的提升拉动工业机器人需求 图 18：国产工业机器人公司市场份额显著提升  

  

数据来源：MIR，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MIR，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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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工业机器人按运动坐标、应用场景、输入与作业方式的分类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 2：国内机器人本体公司在伺服、控制器领域已实现产业化，精密减速器和软件领域自主化率仍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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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瑞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20：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成本占比达 70% 图 21：国内机器人公司研发支出收入占比整体较高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艾瑞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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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本届工博会中遨博、艾利特发布的协作机器人成为一大亮点 

  

数据来源：工博会网站，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23：我国服务机器人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亿元） 图 24：人形机器人成本有望逐步降低至 2-3 万美元 

 
 

数据来源：IFR，中国电子学会，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优必选，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4. 能源装备：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共振，看好油气与制氢装

备 

 

2.4.1. 油气开采：提升能源保供能力，油气开采装备景气上行 

 

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仍高，原油价格高位背景下需增加油气开采力度。

2018 年以来我国原油产量逐年增长，从 2018 年的 1.89 亿吨提升至 2022

年的 2.05 亿吨。原油进口方面，2020 年达到峰值的 5.4 亿吨，随后出现

回落，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也从2019年的73.6%回落至2022年的71.3%。

从原油进口地的结构看，沙特、俄罗斯、伊拉克依然是进口占比最高的

三个国家，沙特、俄罗斯、阿联酋和马来西亚等国进口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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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022 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有所回落但仍在 70%以上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26：2021 年我国原油进口结构 图 27：2022 年我国原油进口结构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 3：全球原油需求或在 2028 年达到峰值，其中亚太、非洲、中南美洲和中东等地区增长明显（百万桶/日） 

地区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2-2028

年的增长率 

2022-2028

年的增加值 

北美 25.0  22.1  23.9  24.6  24.7  24.5  24.3  24.0  23.8  23.5  -0.8% -1.1  

南中美洲 6.7  5.8  6.4  6.6  6.7  6.8  6.9  7.0  7.1  7.2  1.5% 0.6  

欧洲 15.7  13.7  14.5  14.9  14.9  14.8  14.7  14.6  14.5  14.3  0.6% -0.5  

非洲 4.1  3.8  4.0  4.2  4.3  4.4  4.5  4.6  4.7  4.8  2.0% 0.5  

中东 8.8  8.1  8.5  9.0  9.2  9.3  9.4  9.6  9.7  9.8  1.3% 0.7  

欧亚地区 4.3  4.2  4.5  4.6  4.6  4.6  4.6  4.7  4.7  4.7  0.5% 0.1  

亚太地区 35.9  34.0  35.7  35.8  37.8  38.8  39.7  40.3  40.9  41.3  2.4% 5.5  

全球 100.7  91.7  97.5  99.8  102.3  103.1  104.1  104.8  105.3  105.7  1.0% 5.9  

年变化 0.6  -9.0  5.8  2.3  2.4  0.9  1.0  0.7  0.6  0.4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4.2. 绿氢：规模化应用实现重大突破，制氢装备需求进入爆发期 

 

2023 年 8 月 30 日，中国石化宣布我国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直接制绿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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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随着配套的光伏电站全部建成、实现全容量并网，该项目每年生产的 2

万吨绿氢全部就近供应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用于替代炼油加工中使

用的天然气制氢，实现现代油品加工与绿氢耦合低碳发展。该项目的全

面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绿氢规模化工业应用实现零的突破。 

 

库车项目首次贯通了光伏发电、绿电输送、绿电制氢、氢气储存、氢气

输运和绿氢炼化全产业链。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电解水制

氢工艺与工程成套技术，将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绿电制绿氢产业发展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该项目利用新疆地区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发电直接制绿氢，电解水制氢能力 2 万吨/年、储氢能力 21 万标立方、

输氢能力 2.8 万标立方每小时。2023 年 6 月 30 日，项目已成功贯通绿

氢生产、输送、利用全流程，部分制氢车间也顺利投产。该项目每年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8.5 万吨，是绿氢炼化首次实现规模应用，对炼化企

业大规模利用绿氢实现碳减排具有重大示范效应。 

 

中石化库车项目配备 52 台单槽制氢能力 1000Nm3/h 的碱性电解槽，其

中考克利尔竞立提供 24 台，隆基氢能提供 16 台，其余由中船 718 所（派

瑞氢能）供应。 

 

9 月 12 日，隆基氢能在无锡发布全新一代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 ALK G

系列产品。G 系列产品定位为大型商业化绿氢装备，产氢量分别为

1200Nm³/h、1500Nm³/h、2000Nm³/h 和 3000Nm³/h，牢牢占据国内大型

电解槽技术的制高点。在降低设备成本的同时，保持产品性能稳定与较

低电耗，适配用氢需求大的化工、冶金、炼化等工业领域。 

 

图 28：从绿电-绿氢到终端用能，氢能有望成为碳中和最终解决方案 

 

数据来源：国富氢能，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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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021 年我国氢气以煤制氢和工业副产氢为主 图 30：预计 2025 年电解水制氢将成为主要制氢方式 

 

 

数据来源：氢能产业通，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表 4：绿氢产业的快速发展将直接拉动制氢设备需求的提升，预计 2025 年电解槽市场规模将达 140 亿元 

参数  2020 年  2025E 2030E 2050E 2060E 

氢需求总量(万吨) 3342 3550 3715 9690 13030 

电解水制氢渗透率 1% 3% 10% 70% 80% 

PEM 水电解制氢渗透率 1% 5% 10% 40% 50% 

AE电解制氢渗透率 99% 95% 90% 60% 50% 

PEM 水电解制氢规模（万吨) 0.3 5.3 37.2 2713.2 5212.0 

AE电解制氢规模（万吨） 33.1 101.2 334.4 4069.8 5212.0 

PEM 水电解制氢电耗（kWh/Nm3) 5 4.8 4.5 4.2 4.2 

AE电解制氢电耗(kWh/Nm3) 4.5 4.3 4.2 4 4 

PEM 水电解制氢总耗电量(亿度) 1.9 28.4 186.0 12675.7 24349.7 

AE电解制氢总耗电量（亿度) 165.6 483.9 1562.0 18108.1 23190.2 

PEM 电解槽工作时间(h/年)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AE电解槽工作时间(h/年)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PEM 电解槽装机量(GW) 0.0 0.5 3.1 211.3 405.8 

AE电解槽装机量(GW) 2.1 6.0 19.5 226.4 289.9 

电解槽总装机量(GW) 2.1  6.5  22.6  437.6  695.7  

PEM 电解槽价格（元/kW） 10000 9000 5500 1500 1500 

AE电解槽价格（元/kW） 1400 1600 1250 800 800 

PEM 电解槽市场空间（亿元) 3.1 42.6 170.5 3168.9 6087.4 

AE电解槽市场空间（亿元） 29.0 96.8 244.1 1810.8 2319.0 

电解槽市场空间（亿元） 32.1  139.4  414.5  4979.7  8406.5  

数据来源：中国氢能联盟，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 投资建议 

 

第 23 届工博会的召开有望成为高端装备主题的短期催化剂，一系列新

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布，利好数控机床、工业自动化、机器人和能源装备

等高端制造领域。中长期视角下，高端装备领域有望持续获得产业和财

税政策支持，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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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装备和零部件环节的国产化水平亟待提升。看好工业母机/机器人/

能源装备领域投资机会。 

 

工业母机：我国机床出口金额提升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看好高端数

控机床核心零部件和本体领域国产化。推荐：机床（纽威数控/海天精工

/科德数控/华中数控）、工控（禾川科技）、刀具（华锐精密/欧科亿）等。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出货量回暖，自主品牌占有率提升，但精密减速器

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国产化率有待提升；协作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成为新

的需求增量。推荐：零部件（鸣志电器/双环传动/国茂股份/丰立智能）、

整机（埃斯顿/博实股份）。 

 

能源装备：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共振，油气开采装备景气上行；中石化

库车绿氢项目全面建成投产，绿氢规模化应用实现重大突破。推荐：油

气开采设备（杰瑞股份/迪威尔/海油工程）、制氢设备及材料（华电重工

/昇辉科技/京城股份/康普顿等受益）、能源开发（中国海油/中国石化）。 

 

表 5：推荐个股盈利预测表 

代码 公司 行业 
总市值（亿元） EPS PE 

评级 
2023/9/14 2023E 2024E 2025E 2023E 2024E 2025E 

688697.SH 纽威数控 机械 69 0.99  1.21 1.43  21  17  15  增持 

601882.SH 海天精工 机械 153 1.19  1.47 1.82  25  20  16  增持 

688305.SH 科德数控 机械 71 1.24  1.77 2.31  62  43  33  增持 

300161.SZ 华中数控 机械 90 0.74  1.13 1.42  61  40  32  增持 

688320.SH 禾川科技 机械 52 0.92  1.22 1.51  37  28  23  增持 

688059.SH 华锐精密 机械 59 3.67  4.76 6.20  26  20  15  增持 

688308.SH 欧科亿 机械 53 3.03  3.8 4.48  11  9  7  增持 

603728.SH 鸣志电器 机械 270 1.04  1.48 1.96  62  43  33  增持 

002472.SZ 双环传动 汽车 272 0.97  1.31 1.81  33  24  18  增持 

603915.SH 国贸股份 机械 111 0.75  0.94 1.14  22  18  15  增持 

301368.SZ 丰立智能 机械 53 0.52  0.75 1.02  85  59  43  增持 

002747.SZ 埃斯顿 机械 190 0.36  0.58 0.85  61  38  26  增持 

002698.SZ 博实股份 机械 164 0.64  0.9 1.08  25  18  15  增持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 328 2.42  2.94 3.46  13  11  9  增持 

688377.SH 迪威尔 机械 56 0.95  1.34 1.83  30  21  16  增持 

600583.SH 海油工程 石化 290 0.36  0.42 - 18  16  - 增持 

601808.SH 中国海油 石化 653 0.68  0.81 0.95  25  21  18  增持 

600028.SH 中国石化 石化 6,759 0.62  0.65 0.69  10  9  9  增持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需求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及预期，企业设备投资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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