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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行业竞争激烈，成本端+技术端催生自动化需求。
3C 产品覆盖广，产量大，总体产业始终保持着高景气度态
势。我国是 3C 制造业大国，全球大约 70%以上的电子产
品均由中国进行制造和装配。3C 产品包括外壳、玻璃、盖
板在内的零部件制造技术以及整机装配技术，其工艺和设
备成熟，加工内容重复度高，劳动强度高，符合自动化改造
特征。人口红利消失，生产竞争力下降，产业集体转移，
3C 产业自动化是唯一解决路径。

我国 3C 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市场提
升空间巨大。我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目
前国内 3C 行业机器人密度仅为 11 台/万员工，而日韩国
家的机器人密度早已超过 1200 台/万员工，提升空间巨
大。汽车制造行业自动化率已经趋于饱和，预计未来自动
化率提升的主要方向从汽车行业转向 3C 制造行业，参照
汽车生产行业自动化路径，3C 自动化机器人领域将会成
为新蓝海。我们预计，存量市场生产线改造加增量市场新
产品线投资研发，未来市场规模高达4000 亿元。

3C 行业自动化提升看好检测和装配环节。测试环
节：手机生产后端的整体组装装配环节检测主要包括功能
检测和整机检测。随着3C 行业的竞争加剧以及复杂程度
和集成程度的上升，传统人工检测已经无法满足检测需

求，自动化提升的需求巨大。组装环节：3C 行业最常见的
应用是装配、锡焊与点胶，机器人在3C 行业应用潜力较大
的部分是装配，随着组装技术和工艺标准化程度的提高，
机器人在3C 行业应用会高速增长，自动化改造需求强烈。

投资要点：我们看好 3C 自动化行业的发展，给予行
业“看好”评级。通过对 3C 制造自动化产业链的深度分
析，我们认为未来几年 3C 自动化将会迎来黄金发展阶
段。技术端：3C 产品技术的升级，驱动 3C 制造企业生产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快速发展。成本端: 3C 制造
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率普遍，成本端驱动行业自动化率提
升。政策端: 政策利好支持 3C 制造自动化率突破，助力
中国制造弯道超车。3C 制造自动化将取代汽车制造产
业，成为我国自动化改造领域下一片蓝海。我们观察，优
质 3C 制造自动化公司并入上市公司之后都会迎来业绩
高速增长期。推荐 3C 产业链优质标的。重点公司：泰尔
重工：龙雨电子（自动化检测+组装）；智云股份：鑫三力
（自动化模组+检测设备）；正业科技：集银科技（液晶模

组全套设备）长园集团：运泰利（精密测试设备）；胜利精
密：精密结构组制造、智能工厂、智能终端产品；锦富新
材：迈智科技（自动化测试装备）；劲胜精密：创世纪（精密

结构件一体化、模组化）。 申万宏源

工业机器人

未来5～10年将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产业链布局助推核心零部件“钱景”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人口结构变
化、技术进步和政策加持等因素驱动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
加速发展。201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6.6 万台，全球占
比26.66%，连续三年稳居全球销售国第一，对比工业发达
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密度普遍水平 200 台/万名工人，我国
工业机器人存量较当前仍有近 5 倍的增量空间。我国人
口结构拐点已现，随着技术进步和国家产业政策不断加
持，本土品牌工业机器人企业迎来良好发展契机，未来
5-10年将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核心零部件是产业链布局关键，我国企业面临“夹缝
中求生存”的困境。工业机器人主要由本体、伺服电机、减
速机、控制器和传感器等构成，其中三大核心零部件是产
业链布局关键，成本占比超70%。日本和欧洲是全球工业
机器人的主要产地，发那科、安川电机、库卡和 ABB 四大
家族在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2012 年市场份额合计超 50%，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
起步较晚，面临“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

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存在特点：关键环节技术能
力缺失，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薄
弱，集中在中低端产品，高端产品质量可靠性低；企业“小
散弱”问题突出，产业竞争力缺乏等。

核心零部件进口替代有望分层逐步实现：控制器与国

外产品差距最小，有望率先实现进口替代；伺服系统自主
配套能力初具，短期全面进口替代难度较大；精密减速机
主要依赖进口，短期国产化替代进口难度最大。

本体制造扎堆中低端，高端产品依赖进口，随着我国
机器人上游企业对三大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进口替代的分
步实现，利好国内本体制造的发展，届时具备向产业链上
游延伸的本体制造企业的爆发力值得期待。

系统集成商具备天然的本地化优势，有望在 3C 产业
重构竞争格局。对比工业发达国家，我国汽车行业工业机
器人仍然存在2~3 倍增量需求，但国内厂商短期仍难以打
破国际巨头的垄断之势，而依托国内 3C 产业快速增长与
低自动化并存的局面，国内系统集成商凭借天然的本地化
服务优势，有望重构竞争格局，成就国内机器人系统集成
的下一个风口。

投资策略：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仍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国产工业机器人的成本受制于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溢
价而居高不下，短期内仍难以全面改观，而只有真正掌握
核心零部件的关键技术才是破局之道。从产业链的角度
进行梳理，我们看好具备上游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和生
产能力的企业，专注细分领域、基础工艺扎实、具备向产
业链上游拓展的本体制造企业及具备规模优势的系统集
成企业。 东兴证券

我国手机网民已超6亿
云计算与物联网
迎爆发增长

8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10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
百分点。上半年新增网民 2132 万人，
增长率为3.1%.

据央广网 8 月 3 日报道，值得一提
的是，截至2016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
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
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
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
到24.5%，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
端集中。

随着移动通讯网络环境的不断完
善以及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移动
互联网应用向用户各类生活需求深入
渗透，促进手机上网使用率增长。

移动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有望带
动下游应用和行业也出现爆发增长。
浙商证券研报称，未来五年通信行业
最有机会的两个领域是云计算与物联
网，云计算是未来5-10 年高确定性增
长的行业，而未来10年，全球物联网产
值将达到8万亿美元。 中证

政策与需求共振
新能源车属于政府政策大力扶持

的新兴行业,短期整治不规范行为，利
好行业中长期的健康发展。预计在 8
月或 9 月补贴新政和相应的车型补贴
目录出台后,行业仍有望在政策出台后
进入景气旺季,形成政策与需求共振,
进入新能源汽车下半场。政府为规范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因此仅拥有改装
车资质的企业需要外购底盘或者升级
获得整车资质,此举将大幅优化行业的
供给结构,尤其是新能源物流车,利好
行业长期发展。而第四批电池目录的
出台推动电池供给侧改革,使用目录上
电池企业的产品或将成为相关车型进
入新版车型补贴目录(补贴政策调整后

将出台)的必要条件,因此进入本次电
池目录的企业将抢占先机,有望短期内
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综合供需两方面
因素,三元电芯有望出货量显著提升,
同时电动物流车放量将带动运营环节
爆发。我们继续重点推荐关注国产三
元电芯的澳洋顺昌、国轩高科、智慧能
源,推荐关注物流车相关的方正电机和
创力集团,推荐关注三元正极的当升科
技和杉杉股份,推荐关注上游钴资源的
华友钴业,推荐关注中高端国产隔膜的
沧州明珠。 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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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自动化将会迎来黄金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