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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工厂行业概况

1.1 智能工厂：响应度高、适应性强的互联制造

智能工厂是数字化供应网络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柔性系统，能够自行优化整个网络的

表现，自行适应并实时 或近实时学习新的环境条件，并自动运行整个生产流程。

什么是“数字化供应网络”？传统的线性序列式供应链运营模式中，研发、采购、生

产等流程依 序展开，因此流程间互动有限，整体效率较低 ；数字化供应网络将这样

的线性结构转变为一个以数字化为核心的、 互联互通的开放式供应链体系，实现多向

通讯，更加高频高效。

什么是“智能工厂”？智能工厂能够实时学习新的环境条件，并和数字化供应网络互

联 ；根据企业需求的更新及生产能力的发展，自行适应、优化、运行整 个流程 ；

包括但不限于：进入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服务，引入新技术 ；使得企业应对变化的

适应性大大提高。

1.2 基本架构：计划、执行、控制

智能工厂包含三项流程，可再细分为五个层面，层与层之间相互联系，形成闭环。

计划

协同层：在商业生态环境中，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互动，将各自的实时数据上传至

共享平台，形成数据库；



企业层：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软件从共享平台获取数据并进行分析，展开预测性分析，

制定工作计划并排产，向下传达至执行部门；

执行

工厂层：接收派发的生产任务，同时从企业内部平台获取数据（如库存量）进行分析，

根据实时生产能力调整流程、分配任务；

车间层：根据流程执行生产任务；

控制

设备层：对生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与中期检测，保证产品质量，协助必要维修工作。

1.3 智能工厂产业链

智能工厂产业链由上游的硬件及软件厂商、中游的智能设备制造及方案设计供应商、

下游的制造企业三部分 共同组成，下游需求带动智能工厂扩大布局。

2 汽车行业：特斯拉“超级工厂”

2.1 智能工厂在汽车生产上的应用：生命周期全覆盖

以特斯拉、三星等智能工厂应用较为成熟的企业为例，智能工厂的布局往往从车间里

的生产和质控环节开始 。因此，短期内的发展方向是先着眼于企业的生产模块，再逐

步拓宽到整个生产过程。

目标：汽车产品的完整生命周期包含从接收需求到报废再回收的 7 个流程 ；智能工

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 7 大流程全方位覆盖 ；现阶段应用最广的在生产和质控环节 ；



部分龙头企业已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前半部分主要环节的覆 盖（即从与消费

者、供应商的对接开始，到汽车的销售环节）。

模块拆解：汽车制造中智能工厂可被拆解成 4 个模块：市场、供应、生产、销售；狭

义的“智能工厂” 只应用于企业内部，主要包括设计、生产、质控 三个环节 ；广

义的“智能工厂”包括从市场、客户、供应商等获得数据和信息反 馈从而作用于生产

过程。

2.2 特斯拉“超级工厂”：极致精益与高效

特斯拉“超级工厂”（Gigafactory） 将智能工厂理念与从第一性出发的生产底层逻

辑相结合，基本实现整 车制造流程的全智能化，提高效率、优化质量、提升产品的可

负担性。（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2.3 “超级工厂” 的研发创新：成本控制的基石

相关领域：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的内核在于通过数字化技术，将生产过程中的物理实体转 变为数字模型，根

据历史数据以及随客户需求而改变的参数，对生 产过程进行模拟、控制、验证和预测

通过数字孪生，特斯拉车厂可以在实际生产之前，先通过虚拟生产 的方式模拟客

户预定的不同配置、型号的电动车的生产过程 ；

良性循环的形成： 短期来看，模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被提前解决、改进，从而 避

免在实际生产时出现瓶颈、对产品出货造成影响，还有助于减 少计划外的停机时间，



最大化效率与产能；长期来看，模拟生产的所有参数，如原材料、边线物流、工序要 求、

设备健康状况等，都将被记录到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库 中，作为未来模拟时的历史

数据，并反馈到管理层，协助战略决 策。

工业互联网技术为收集到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开放、透明的平台。我国本土的部分车企

的数字化转型尚且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已能实 现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数据的采集和分

析，如原材料数据、车间的 设备情况，但也仅限于这样的小闭环，即有原材料数据的

采购部门 和有设备数据的车间之间并不互通，信息的不透明导致这些企业的 决策速

度较慢，遭遇市场变动时相对脆弱。

特斯拉“超级工厂”使用一个“一体化”平台，将研发、生产、物 流三个重要环节产

生的数据进行连接，使得数据的输送透明且快速 ；设备故障被检测到后将实时上报，

第一时间通知采购部门故障对 产能的影响，从而调整采购的顺序/品类（调整采购的

原因详见 “物流创新”部分）。新产品的开发也能得到快速衔接——从实验室到车

间、再到测 试场地，一站式的产品研发流程提高了效率，控制了成本。

2.4 “超级工厂” 的厂房创新：更快决策，更快行动

相关领域：起重、传输机械，工业软件

边际优化

摒弃繁复的外观设计，一个大联合厂房涵盖了整车工艺四大板块， 焊装、涂装、总装、

电池、电机等车间集中布局，极大缩短各个 工序之间的物流路径，提高运行效率 ；

充分利用厂房结构的纵向空间，采用多层厂房设计，通过升降机、 机运链进行自动化

空中输送的物流措施，最大限度提升空间利用 率，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同时也减少



人工垂直搬运，节约人力 成本，以立方米论效率，达到业界领先水平 ；厂房创新为

研发、制造创新提供了可执行的土壤——厂房之间的 自动化将厂房内部的自动化连

接在一起，减下的成本被用于研发 产品、提升质量。

3 汽车行业：特斯拉“超级工厂” 相关板块及重点公司分析

3.1 数控机床：新能源车发展带来需求扩张

机床是指制造机器的机器，亦称工作母机或工具机。机床通过切削、铸造、锻造、焊

接、冲压、挤压等方式，对精度要 求较高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细的零件进行加工。数

控机床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相较传统机床，具有 精度高、刚性大、

生产率高、加工质量稳定等优点。

汽车行业是数控机床行业下游主要应用领域，新能源车发展带来新增机床的需求扩张。

数控机床行业下游行业消费占比 中，汽车行业比重最大约为 40%。新能源车相较传

统燃油车在动力总成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以三电（电机、电控、电 池）为代表的零

部件均需定制化开发机床进行加工。

机床行业周期性叠加进口替代和下游产业需求拉动，行业景气度高。在国家政策的支

持以及国内企业不断追求创新的背 景下，中国数控机床行业发展迅速，行业规模不断

扩大。由于疫情的影响及能源供应限制，2020 年中国数控机床产业市 场规模下跌为

2473 亿元。

竞争格局：国内集中中低端市场，国产替代空间大



我国机床行业集中于中低端市场，高端数控机床仍然依赖 进口。我国数控机床目前处

于中高端产品国产化阶段。据 中国海关数据披露，我国出口数控机床进口均价是出口

的 十几倍，出口均价远低于进口均价。

我国机床企业的综合竞争力逐步显现，国产替代空间大。 从机床进出口量来看，我国

进口量已连续十年处于下滑态 势，至 2020 年进口量占比为 18%，与此同时机床出

口量 保持平稳增长，至 2020 年已提升至 12%。伴随国内制造 业转型升级，有利于

推动数控机床结构升级，产生大量新 增需求。

海天精工

战略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公司以龙门产品为重心，并在 2019 年针

对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专用的结构 件专用高速龙门动柱式加工中心。新能源车的爆

发增长将显著拉动龙门类机床的需求，公司龙门产品口碑好，品牌知名 度较高，有望

率先受益新能源车的发展。

技术领先，产品竞争力强。截至 2020 年，公司共有 245 项专利，并与国内科研院校

合作开发了多项技术。公司成立之初 产品定位于高端数控机床，此类产品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目前公司中高端领域产品质量已经接近甚至持平外资，龙 门对手以意大利、

西班牙为主，立式等对手以日韩为主，产品价格和韩国持平，并显著低于日本和欧洲，

性价比高且具 备服务优势。

产能充沛，充分享受行业红利。2020 年机床行业下游需求旺盛，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

而机床行业扩产周期在一年半以 上，2020 年多数机床公司新建产能目前仍未释放时，

海天精工凭借原有充足的产能储备，收获大量订单，各主要产品生 产量和销售量均有



所增加，公司数控龙门加工中心产量和销量同比分别增加 50.00%和 36.76%，数控立

式加工中心产量 和销量同比分别增加 250.80%和 191.74%。

3.2 压铸机：“一体化压铸”奠定大型化、一体化趋势

压铸是利用模具内腔对融化的金属施加高压的一种金属铸造工艺。而压铸机则是用于

压力铸造的机器，在压力作用下把 熔融金属液压射到模具中冷却成型，开模后得到固

体金属铸件。压铸机一般分为热压室和冷压室两种，在“一体压铸” 中使用的是冷压

室压铸机。另外，按照锁模力的大小压铸机还可分为小型机、中型机和大型机。（报

告来源：未来智库）

在特斯拉的引领下， “一体压铸”在产品简化、安全提升、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精

度可控等多方面的优势奠定了未来 压铸机向大型化、一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目前

汽车制造多采用 “冲压+焊接”方法，即先用压力机生产小零件、再用机器人将零件

进行焊接。对应这一制 造方法，如今工厂普遍使用的是锁模力小于 5000kN 的小型

压铸机，用于该过程中汽车零部件的制造。考虑到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的扩大及节能

减排的政策号召，实现车身减重将成为各汽车厂商未来的发展目标。采 用压铸铝合金

件替代传统钣金焊接件是各厂商在车身减重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方法，但“冲压+焊接”

方法所需仪器 设备繁多、且受技术限制无法实现在车身制造中大量使用铝合金，难以

适应未来发展。

国内企业龙头优势明显，整体技术水平偏低

国内压铸机行业发展迅速，汽车轻量化带来机遇。2017~2020 年 压 铸 机市 场 规 模

CAGR 为 20%，2020 年我国压铸机市 场规模约为 170 亿元。压铸机主要应用于汽



车（汽车动力总成配件、汽车结构件、方向盘）、摩托车、3C(计算机、通讯 、消费

电子)、家电、电动工具、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其中汽车、摩托车是最大的应用领

域，占比达 65%。

欧洲及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据行业主导地位。全球压铸机制造业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

瑞士、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压 铸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90%以上。目前以瑞士布勒、

德国富来及日本宇部和东芝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 要市场份额，这些

厂商大都成立较早，积累了较为深厚的行业经验。

国内企业龙头优势明显，整体技术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在 2020 年国内存量冷室压铸

机企业市场份额中，力劲以近 50%的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其次是伊之密，市占率为

14%；东芝、东洋、布勒分别占比 8%、5%、3%。国内企业除力劲和伊 之密外，其

他企业在技术上不具有竞争优势，规模较小、研发投入偏低，整体技术水平仍然有提

升空间。

力劲科技

全球销量最大的压铸机制造商，全球压铸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冷、

热室压铸机以及镁合金压铸机，精 密注塑机等，广泛应用于汽车、3C、建筑材料、

电动工具、玩具、礼品、国防军事、物流等多种行业和领域。主要客户 有特斯拉、美

国通用、东风本田、比亚迪、长安、长城等汽车厂商，以及美的集团、长虹电器、欧

普照明等电器厂商。

公司与特斯拉达成独家战略合作，为少数掌握新能源汽车压铸核心技术的企业。公司

是特斯拉实现 Model Y 车身底盘一 体压铸工艺巨型压铸机的独家供应商。2020 年公



司持续向国际领先新能源汽车企业交付全球最大吨数的压铸机，目前已 成为全球少数

掌握了核心新能源汽车压铸技术的先进企业。

2021 年公司业绩有望随新能源车产销量快速增长。 2020 财年公司营业收入、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 34.24 亿元、2.14 亿元 。2021 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步好转，汽车市场

呈现低基数高增长的恢复性增长走势，汽车产销资料相比去年同期有较 大增长，新能

源汽车销量增速超出预期。公司 2021 年上半财年实现收入 23.22 亿元，同比增加

59.4%。

3.3 工业机器人：汽车需求规模大、市场规模稳定增加

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广泛，汽车需求规模大。根据 IFR 数据，2020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

下游应用行业主要有电子（占比 28.5%）、汽车（占比 20.9%）、金属加工（10.7%）

等。汽车以其庞大的行业规模基础和较高的自动化率成为工业机 器人下游应用的重点

行业。

全球及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快速稳定增长，2014-2019 年 GAGR 分别为 12%及

16%。搬运和上下料为主要应用：根据 IFR 数据，2019 年全球在运工业机器人在搬

运及上下料领域应用约 121.5 万台， 占总量的 45%，焊接与钎焊机器人在运量为 64

万台，占比为 23.5%;装配及拆卸机器人在运量为 28.7 万台，占比为 10.5%，其他类

型比例较低。

日本企业领先，行业集中度较高。ABB、发那科（FANUC）、库卡（KUKA）和安川

电机（YASKAWA）为全球主要的 工业机器人供货商，占据全球约 50%的市场份额，

其中发那科（FANUC）的销售占比最高，占比达到 17.3%。



埃斯顿

公司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龙头。公司业务覆盖了从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工

业机器人到机器人集成应用的智能 制造系统的全产业链，围绕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大趋

势，构建了从技术、产品，质量、成本和服务的全方位竞争优势。公 司 2011-2020

年营收/归母净利润 CAGR 分别为 20%/8%。工业机器人业务收入逐年稳步上升，从

2016 年 2 亿元提升至 2020 年 16 亿元水平，CAGR 为 67%。

收购 Cloos 协同效应明显，缩短与国际高端机器人性能差距。Cloos 中国市场的整合

战略得到贯彻实施，结合 Cloos 机器 人焊接核心技术、产品和公司现有机器人产品，

适合中国市场的系列化 Cloos 产品已开始推向市场、高端部分产品已得 到客户的高

度认可并取得了业务的高速发展，产品成功进入多家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及汽车整车领

域，如三一重装、河南 骏通，国内市场同比增长 375%。

3.4 智能解决方案：下游变革趋势促行业发展

下游发展趋势对汽车智能生产提出更高要求。随着环保标准的不断提升，以及客户对

汽车消费品质的提 升、个体化和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增长，汽车生产向差异化 小规模

定制生产模式方向发展，汽车生产厂商管理向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方向发展，

新车型的推出速度不 断加快，更新换代周期不断缩短，这些趋势都对以智能生 产线

为代表的汽车制造装备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和 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应汽车行业固定资产投 资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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