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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成交价格

（元）

成交量

（万股

／

万份）

成交金

额

（万元）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众合机电

（

０００９２５

）

１４．０８ ７５ １０５６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深

圳福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深圳福

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露天煤业

（

００２１２８

）

１４．６３ ４１０ ５９９８．３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

安大路证券营业部

科大讯飞

（

００２２３０

）

３６．７６ １００ ３６７６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知春路证券营业部

丹甫股份

（

００２３６６

）

１０．９８ ４５．４ ４９８．４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建设路证券营业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溧水中大街证券营业部

大北农

（

００２３８５

）

３３．０４ １０ ３３０．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郑

州西太康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宿迁黄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康得新

（

００２４５０

）

２６．３５ １００ ２６３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飞虹路证券营业部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

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超日太阳

（

００２５０６

）

１５．２１ １００ １５２１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曹杨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

大同街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１５８２ １０２３．５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

忠里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９３０ ６０１．７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昆

明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７４０ ４７８．７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云际道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劳

动南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６１５ ３９７．９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云际道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泉

旺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６１５ ３９７．９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慧忠里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昆

明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５８０ ３７５．２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云际道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昆

明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５７７ ３７３．３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昆

明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５７７ ３７３．３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昆

明路证券营业部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１

）

０．６５ ４４３ ２８６．６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开发区第二大街证券营

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劳

动南路证券营业部

中 小 板

（

１５９９０２

）

２．３６ １０５５ ２４９０．８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慧忠里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

发区第二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 小 板

（

１５９９０２

）

２．３６ ４３３ １０２２．３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慧忠里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云

际道证券营业部

中 小 板

（

１５９９０２

）

２．３６ ４０１ ９４６．７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慧忠里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云

际道证券营业部

中 小 板

（

１５９９０２

）

２．３５ ２５７ ６０４．４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联盟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云

际道证券营业部

中 小 板

（

１５９９０２

）

２．３６ ２２０ ５１９．４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开发区第二大街证券营

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

苑路证券营业部

深成

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３

）

１．０２ ４１４ ４２１．４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开发区第二大街证券营

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

苑路证券营业部

深成

ＥＴＦ

（

１５９９０３

）

１．０２ ３７５ ３８１．７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云际道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泉

旺路证券营业部

方大

Ｂ

（

２０００５５

）

２．４ ５２０ １２４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益田路免税商务大厦证

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

田路免税商务大厦证券营业部

上海凯宝

（

３０００３９

）

２１．８５ ２０ ４３７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

封大梁路证券营业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兴

鹤大街证券营业部

智云股份

（

３０００９７

）

１８．９６ １２４ ２３５１．０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南丹东路证券营业

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深圳福

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和顺电气

（

３００１４１

）

２８．３２ ４５ １２７４．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芙蓉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淳淳

溪镇宝塔路证券营业部

证券简称

成交

价

（元）

成交量

（万股

／

万份）

成交金

额

（万元）

买入营业部 卖出营业部

正泰电器

（

６０１８７７

）

１３．４ ７０ ９３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天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华富路营业部

１８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１８０

）

０．５５ １６５０ ９１０．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５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０５０

）

１．７４ ５８５ １０１４．９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新华传媒

（

６００８２５

）

７．５１ ２００ １５０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原路证券营业部

新华传媒

（

６００８２５

）

７．５１ ２００ １５０２

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体育场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原路证券营业部

新华传媒

（

６００８２５

）

７．５１ ２００ １５０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非营业场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０５０

）

１．７４ ９３０ １６１３．５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１８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１８０

）

０．５５ ５１９ ２８６．４９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１８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１８０

）

０．５５ ６８０ ３７５．３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光大银行

（

６０１８１８

）

２．６１ ７５０ １９５７．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洛川东路证券营业部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洛川东路证券营业部

金融

ＥＴＦ

（

５１０２３０

）

２．８９ ６８０ １９６３．８４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多伦股份

（

６００６９６

）

９．０５ ５００ ４５２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

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巨鹿路营业部

新华传媒

（

６００８２５

）

７．５１ ７００ ５２５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建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０５０

）

１．７４ ２１９ ３７９．９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０ＥＴＦ

（

５１００５０

）

１．７４ ２２０ ３８１．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气象台路证券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序号 板块 资金净流入量

资金净流入量分布

板块当日表现 板块一周表现 资金流入前三个股

趋势分析

特大户 大户 中户 散户 基本面 技术面

１

食品饮料

４．６４ ０．３５ １．８９ ０．６８ １．７３

下跌居多 资金连续流入

五 粮 液 （

１．８６

亿）， 贵州茅台 （

１．５７

亿）， 水井坊 （

０．３１

亿）

通胀受益 强弱分明

２

餐饮旅游

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２５

上涨居多 资金连续流入

桂林旅游 （

０．１１

亿）， 黄山旅游 （

０．１１

亿）， 西藏旅游 （

０．０６

亿）

行业景气 分化明显

３

交通运输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８

普跌 资金连续流出

海峡股份 （

０．２２

亿）， 中储股份 （

０．１２

亿）， 上海机场 （

０．０７

亿）

政策支持 震荡

４

农林牧渔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１４

涨跌参半 资金连续流出

獐 子 岛 （

０．４８

亿）， 好当家 （

０．１２

亿），

亚盛集团 （

０．１１

亿）

政策支持 分化

５

纺织服装

－０．５９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４９

下跌居多 资金连续流出

朗姿股份 （

０．１４

亿）， 雅戈尔 （

０．１２

亿）， 泰亚股份 （

０．１０

亿）

通胀受益 强弱分化

序号 板块 资金净流出量

资金净流出量分布

板块当日表现 板块一周表现 资金流出前三个股

后市趋势判断

特大户 大户 中户 散户 基本面 技术面

１

证券信托

－７．４２ －０．６４ －１．８１ －１．１９ －３．７８

全线下跌 资金连续流出

中信证券 （

－２．８５

亿）， 海通证券

（

－１．９２

亿）， 方正证券 （

－０．４５

亿）

估值偏低 弱势

２

采掘

－７．２５ －０．８２ －１．６０ －１．１７ －３．６５

普跌 资金连续流出

阳泉煤业 （

－０．８６

亿）， 西山煤电

（

－０．６９

亿）， 中国神华 （

－０．５８

亿）

景气提升 弱势

３

机械设备

－６．６０ －０．４９ －１．３４ －１．００ －３．７８

跌多涨少 资金连续流出

陕鼓动力 （

－０．８２

亿）， 徐工机械

（

－０．５１

亿）， 中联重科 （

－０．４５

亿）

景气降低 分化明显

４

化工

－６．３１ ０．４９ －１．４７ －１．２０ －４．１２

下跌居多 资金连续流出

广汇股份 （

－０．６５

亿）， 烟台万华

（

－０．５０

亿）， 丹化科技 （

－０．４６

亿）

受益涨价 强弱分化

５

建筑建材

－４．６５ ０．１３ －１．１４ －０．６８ －２．９６

普跌 资金连续流出

海螺水泥 （

－０．６８

亿）， 华新水泥

（

－０．２８

亿）， 青松建化 （

－０．２８

亿）

景气降低 弱势

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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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点评： 周三两市大盘再度下跌， 板块资金净流出居多。 只有食品饮料、 餐饮旅游板块， 资

金继续净流入， 但个股分化加大， 宜择强关注。 农林牧渔、 纺织服装板块， 资金继续净流出，

个股下跌居多， 观望为好。 交通运输板块， 资金出现净流出， 机构和散户资金净流出量不大，

板块有连续走强个股， 可逢低关注。

从周三两市资金净流出数据看， 证券信托、 采掘、 机械设备和化工等权重板块， 资金继续

出现净流出， 机构和游资大举减仓， 是拖累大盘的主要因素， 观望为好。 建筑建材板块， 资金

出现连续净流出， 个股下跌居多， 只宜择强关注。

见习记者 邓飞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制

造业论坛年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苏波表示， 要大力培育

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提升我

国产业核心竞争力， 积极抢占未

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 努力

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

强国转变。 苏波强调， “十二五

期间” 我国将重点选择航空装备、

卫星及应用、 轨道交通装备、 海

洋工程装备和智能制造装备作为

切入点和突破口， 集中力量加快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

的高端部分， 具有技术密集、 附加

值高、 成长空间大、 带动作用强等

突出特点，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的战

略性产业和工业崛起的标志， 是制

造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所在。 而

高端装备制造业处于价值链高端和

产业链核心环节， 决定着整个制造

业的综合竞争力， 也是推动工业转

型升级的引擎。 有消息称， 由工信

部牵头编制的 《高端装备制造业

“十二五” 规划》己经基本完成， 预

计将于近期出台。 根据该规划提出

的目标， 到

2015

年高端装备的销售

产值占装备制造业的比例将达

20%

以上， 年销售产值达到

6

万亿元。

中国制造上天下海

神舟八号、 天宫一号、 北斗卫

星、 “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等， 正

是 “中国制造” 在 “上天下海” 等

领域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缩影。

航空装备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

产业和大国崛起的标志， 也是博弈

世界舞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制高

点， 在高端装备的发展方向中， 航

空装备业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业务

涉及航空装备业的上市公司有航空

动力、 成发科技、 中航动控、 中航

重机、 中航精机、 东安黑豹、 西飞

国际、 洪都航空、 中信海直、 海特

高新、 哈飞股份等。 本轮反弹以

来， 航空装备业个股走势明显强于

大盘。 截至昨日收盘， 中航动控涨

幅达

20%

， 航空动力、 成发科技、

西飞国际等涨幅也超

10%

。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卫星应用

也从军事领域拓展到了民用消费领

域， 其中卫星导航已成为继移动通

信、 互联网之后信息产业的第三个

增长极。 有数据显示，

2010

年卫

星导航市场已超过

450

亿元的规

模，

2003

年到

2010

年的

8

年间，

我国卫星导航市场复合增长率达近

六成。 目前业务涉及有卫星制造与

应用的主要有中国卫星、 国腾电

子、 合众思壮、 北斗星通、 四维图

新、 超图软件等几家公司。 本轮反

弹， 卫星制造与应用板块个股表现

抢眼， 国腾电子及北斗星通涨幅均

超

22%

， 合众思壮、 四维图新、 超

图软件、 中国卫星涨幅也超

12%

。

海洋工程装备作为高端装备制造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但已被纳入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畴， 而且还有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日前下发的 《海

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战略

(2011－2020)

》专项规划。 目前沪深两

市涉及海洋工程装备上市公司中， 中

国重工、 海油工程、 中海油服、 中集

集团、 中国船舶、 中船股份、 广船

国际等为这一行业的代表。 中国船

舶及中船股份借助航母概念炒作，

成为今年上半年的大牛股； 海油工

程及中海油服从

9

月中旬开始就受

到资金青睐持续震荡上行； 本轮反

弹中国重工也实现了

14.8%

的上涨。

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智造”

未来

10

年， 高端装备制造业

肩负着由 “中国制造” 到 “中国智

造” 的重任， 将迎来黄金增长期。 据

悉， 智能制造装备方向第一批

19

个

项目， 国家补贴资金

9.5

亿元已下达，

而对航空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等的财

政支持也正在落实中。

智能制造装备的上市公司主要有

沈阳机床、 秦川发展、 华东数控、 华

中数控、 法因数控、 智云股份、 机器

人、 陕鼓动力、 软控股份等。 涉及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的有中国南车、 中国

北车、 晋亿实业、 晋西车轴、 国电南

自、 许继电气、 时代新材、 特锐德等

个股。

“预计未来

5

年高端装备业市场

增速将在

20%-30%

左右。” 国联证券

分析师郝杰认为，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

“十二五” 规划即将出台， 这标志着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代。

游资分歧加大

周三两市大盘高开低走， 再度下跌， 金融等权

重板块整体走弱， 中小板和创业板走势相对活跃。

沪市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涨幅居前的个股为嘉

宝集团。 该股当天平开高走， 午盘前放量涨停。 交

易公开信息显示， 一机构席位卖出居前但卖出量不

大， 游资活跃席位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

部， 游资有

1665

万元的大额增仓， 占全天成交总

额近一成， 底部增仓明显， 看高。

沪市跌幅居前的个股为象屿股份。 该股当天低

开低走， 盘中大幅下跌。 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兴业

证券成都航空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游资卖出居

多， 高位下跌， 短线规避。

深市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涨幅居前的个股为粤

电力

A

。 受公司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消息刺激， 该

股复牌后以 “一” 字型涨停

K

线报收。 交易公开信

息显示， 游资活跃席位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

业部和一机构席位有大额增仓， 看高。

深市振幅居前的个股为泰禾集团。 当天该股以

涨停开盘， 之后瞬间快速下探， 收出一根光头大阴

线。 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广发证券广州天河路证券

营业部和中信证券广州临江大道证券营业部， 游资

有超过

1000

万元的大额抛售， 短线还有下跌空间，

规避。

总体来看， 周三大盘在

5

日均线遇阻回落，

2400

点再度失守， 成交继续低迷。 交易公开信息显

示， 游资分歧加大， 操作上注意逢高减仓。

（作者系国盛证券分析师程荣庆）

11

月

23

日大宗交易

� � � �

11

月

24

日

A

股市场有

ST

罗顿的限售股解禁。

ST

罗顿 （

600209

）：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解

禁股东

2

家， 即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

国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原海口国能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分别为

32.07%

、

2.45%

，

均为其他法人， 分别为第一、 四大股东， 无关联关

系， 均为首次解禁， 且持股全部解禁， 合计占流通

A

股比例为

67.72%

， 占总股本比例为

34.52%

。 该

股的套现压力存在不确定性。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

深市

沪市

海洋工程 机械行业新蓝海

国海证券高端装备研究小组

海洋工程是指以开发、 利用、

保护、 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 并且

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

建、 改建、 扩建工程。 具体包括：

围填海、 海上堤坝工程， 人工岛、

海上和海底物资储藏设施、 跨海桥

梁、 海底隧道工程， 海底管道、 海

底电

(

光

)

缆工程， 海洋矿产资源

勘探开发及其附属工程， 海上潮汐

电站、 波浪电站、 温差电站等海洋

能源开发利用工程， 大型海水养殖

场、 人工鱼礁工程， 盐田、 海水淡

化等海水综合利用工程， 以及国家

海洋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海洋工程。

海工装备市场现状

未来几十年， 海洋工程领域

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根据英

国坎特伯雷的能源咨询机构道格

拉斯威斯特伍德 （

Douglas-West－

wood

） 公司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未来

5

年全球海洋石油气工业将

投资

1890

亿美元在遍及全球的海

洋上建立约

15000

个油气勘探和

开采井， 其中有近

4500

个勘探

井， 投资

750

亿美元；

10500

个开

采井， 投资

1140

亿美元。 海洋油

气总产量占全球油气总产量的比

例已从

1997

年的

20%

上升到目前

的

30%

以上， 其中深海油气产量

约占海洋油气产量的

30%

以上，

因此深海钻井平台的需求量越来

越大。

政策扶持海工装备国产化

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诸多关

于海洋工程行业的扶持政策， 尤

其在国家 “十二五” 发展规划中

明确提出： “积极发展海洋油气、

海洋运输、 海洋渔业、 滨海旅游

等产业， 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

海水综合利用、 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等新兴产业。” 这给国内海洋工

程相关领域的公司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和发展机遇。

2009

年我

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

长， 实现增加值

12989

亿元， 比

上年增长

8.7%

。 其中海洋船舶工

业和海洋油气业占比总数达到

12.2%

， 创造产业增加值

1585

亿

元， 同比增长

12.9%

。

“十二五”海工装备市场分析

我国近海水深超过

300

米以上

的深水海域大约有

20

万平方公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计划将

7

万平

方公里开展对外合作， 其余大约

14

万平方公里则进行自营勘探。

目前中海油已经建有深水工程实验

室和深水勘探实验室。

“十二五” 期间， 中海油在中

国的近海大陆架和大陆坡， 将会再

建设

5000

万吨的生产能力， 同时

将会有

2-3

个深水油气田要建成

投产， 油气总产量要达到

1

亿至

1.2

亿吨油当量， 总投资在

2500

亿

-3000

亿元 （“十一五” 期间用

于海上油气资源开发的投入达

1200

亿元）。 同时， 中海油的深水

工程装备项目也将启动， 即将建造

第二批重大装备， 总投资约

300

亿

元， 将于

2015

年前后投入运行。

据了解， 中海油计划建造的

第二批深水装备主要包括

7

个项

目， 分别为

30000

吨半潜式动力

定位起重铺管船、

16000

吨半潜式

动力定位起重铺管船、 多功能动

力定位船、

50000

吨半潜式自航工程

船 、

30000

吨半潜式自航工程船 、

5000

马力多功能动力定位支持船、

10000

马力三用工作船。 “十一五”

期间， 中海油共投资约

150

亿元建

造第一批深水海工装备， 包括

3000

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3000

米深

水起重铺管船、

12

缆深水物探船、

深水地质勘察船以及大马力三用工

作船等。

可见， “十二五” 海工装备投资

规模较 “十一五” 翻了一番， 这对于

国内海工装备相关企业来说， 预示绝

佳的发展机遇。 但由于装备复杂和交

货期的违约风险， 海工装备厂家首台

装备往往都很难实现盈利， 目前我国

许多涉足海工装备的厂家也基本是

“赔本赚吆喝”。 我们认为， 产品系列

化是规避海工高风险， 确保盈利的首

要手段。

限售股解禁 Conditional Shares

龙虎榜

Daily Bulletin

� � � �编者按

：

本报近期着重推出了针对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机会的聚焦系列

，

本次的高端装备产业聚

焦为结束篇

。

对于投资者来说

，

欲抓住掘金的机会

，

则有必要将思维建立在对于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的

把握上

。

2008

年以来

，

受金融危机

、

宏观调控等国内

外经济因素的影响

，

国内主要经济指标波动较大

。

来

年

，

预计全球经济发展将有所放缓

，

国内为解决经济

结构失衡的问题将进入转型期

，

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值得期待

。

而投资者需要做的

，

则

是对新兴产业保持关注

。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机会之高端装备产业

工业自动化 期待春天的召唤

国海证券高端装备研究小组

我们认为， 日趋上升的人工

成本、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国

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这三大因素

将催生工业自动化领域的 “春

天”。 人工成本上升是促使产业结

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 正是因

为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低成本

优势的逐渐丧失， 倒逼企业转型，

也促使国家 “调结构， 促转型”

政策出台； 而国家出台法规对工

业自动化装备进行扶持则是对这

一政策的具体回应。 因此， 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工业自

动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在调结构过程中， 实现转型的

企业将能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和优

惠政策。 与之相反， 高耗能、 高污

染、 低效率的企业将面临淘汰的境

地。 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会倒逼企业

加快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 工业企

业通过大量运用自动化、 智能化装

备， 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占领行业制高点。

可以预见， 自动化成套装备作

为实现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和前提，

必将在汽车、 机械、 医药、 电子、

电力设备、 交通运输、 能源、 化工

等诸多行业中大放异彩。

在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

域中， 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汽车工业 （包括摩托车、 汽车及

零配件等） 一直是占比最大的一

块，

2009

年仍占据了

36%

的比

重。 电力电子、 橡胶塑料、 机械

及金属制品跟随其后， 分别占据

了

18%

、

10%

和

7%

的比重。 食品

饮料、 通讯、 陶瓷玻璃及其他的

行业总共占比

23%

， 说明工业机

器人的应用领域已经延伸到各个

领域。

随着我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

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 机器人保

有量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少差距。 来自

IFR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的数据

显示，

2009

年多用途工业机器人

的中国装机量达到

37318

台。 同

期， 在日本这一数字高达

332720

台， 在德国也达到

144133

台。

我们以工业机器人应用最为广

泛的汽车行业为例。 从汽车工业每

百万名生产工人占有的机器人数量

来比较， 日本

1710

台、 意大利

1600

台、 美国

770

台、 英国

610

台、 瑞典

630

台， 而我国还不到

90

台。 可见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工

业自动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 未

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目前， 我国进口的工业机器

人主要来自日本。

2004

年日本对

华出口的机器人占我国进口的工

业机器人的一半， 其他欧洲品牌

机器人， 如

ABB

、

KUKA

、

CO－

MAU

等， 占据市场的另一半。 以

工业机器人应用最为广泛的汽车工

业为例，

2010

年我国汽车自动化

装备市场规模达到

347.68

亿元，

其中约有

70%

为进口产品。 因此，

国内厂商进口替代空间巨大。 随着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和巨大市场

需求的拉动， 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批

在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设备

领域卓有建树的企业， 代表企业

包括新松机器人、 智云股份、 天

奇股份、 首钢莫托曼和昆船集团

公司等。

未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及自动

化成套装备的发展主要是解决两

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提高控制

工艺的水平。 我国设备制造业有个

普遍现象， 就是重视制造技术、 制

造精度而忽视控制工艺。 做出的设

备只能是形似而神不似， 工业机器

人尤其如此。 这主要源于我国机械

设计和电气控制设计分开的设计体

制， 一般都是以机械为主提供工艺

要求， 而电气控制为辅， 电气只负

责实现机械提出的工艺要求。 控制

工艺是工业机器人的灵魂， 我们需

要改变传统的设计体制， 在控制水

平上获得突破。

另一方面是主要元器件的国产

化。 工业机器人成本主要由控制器、

伺服系统、 减速机、 机械本体四部

分组成， 其中能实现国产化的只有

机械本体， 占全部成本的

15%

， 其

他大部分关键部件依赖国外产品，

这使得国内机器人制作成本居高不

下， 缺乏价格竞争力。

总之， 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及自动

化成套装备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 国

内相关企业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

战。 我们看好机器人和智云股份等具

备核心竞争优势广阔发展前景的上市

公司， 认为他们作为行业的领跑者将

获得高于行业平均增速的成长。

高端装备引擎加速 中国制造上天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