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游制造业复苏 工业机器人需求旺盛

本报记者 彭思雨

近期，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提升，带动上市公司订单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下游制造业整体复苏，锂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扩产，旺盛的需求将推动国产工业机器人行业持续增长，行业迎来发展黄金期。

需求回暖

“我们正加班加点赶工以完成订单交付。 ”国产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埃斯顿董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5月以来，以中大型负载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增长很快，除了新的订单，公司还要赶工以便及时交付前期的订单，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记者从多家工业机器人公司了解到，6月以来，受下游新能源等制造行业客户需求带动，工业机器人产品需求旺盛，不少公司在手订单和出货量保持上升。

由于供货紧张，近期多家企业上调了工业机器人产品价格。 6月27日，埃夫特发布调价函称，自7月1日起，所有机器人产品价格上调3%-10%。 埃斯顿、配天机器人等厂商也上调了产品价格，上调幅度为3%-8%。 多家企业表示，芯片短缺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物流费用持续升高导致机器人整体成本上涨。

埃夫特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采取多方面举措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例如，通过与芯片渠道商合作，锁定长期订单价格和交期，同时在大宗原材料方面签订长期协议稳定供应，尽可能化解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

开源证券分析师孟鹏飞表示，工业机器人行业需求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制造行业整体复苏，对机器人自动化的需求上升；二是新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高景气度的下游行业加速扩产，对自动化生产制造依赖性增强。 目前，工业机器人已成为锂电池生产的重要工具。 高性能、高速度、高稳定性的工业机器人能够为锂电池生产提供经济性更强、效率更高的生产解决方案。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PMI回升至50.2%，在连续三个月收缩后重返扩张区间。 从行业情况看，汽车、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4.0%，恢复快于制造业总体。

平安证券认为，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反复，工业机器人出货量受到影响。 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工业机器人有望受益于经济企稳，业绩迎来改善；同时，电力巡检机器人有望受益于电网智能化投资增长。

渗透率提升

国产工业 机器人 市场渗 透率加速 提升。 开 源证券 介绍 ，国 内机器人 企业本 土化供 应逐渐完 善 ，并积 极调整 产业链 ，及时填补 新能源 车、锂电 、光伏等 下游扩产 带来的 需求。 工 业机器人 产业链 包括上 游核心 零部件生 产、中游 本体制 造和下 游系统应 用集成 。 值得关 注的是 ，在 上游零 部件以 及中游 本体制造 领域国 内企业 的市占 率均有提 升。

对于工业 机器人 控制系 统 、伺服系 统 ，减速 机三大 部件 ，埃 斯顿董秘 介绍 ，国 内机器 人厂家已 经在伺 服系统 和机器 本体上实 现了自 主化，国 内部件 企业在减 速机的 研发生 产方面成 长很快 ，但以芯 片为主 的一些高 端机型 的控制 元器件 国产水平 仍有待 提高。 随 着国产工 业机器 人性能 提升和 品牌知名 度提高 ，越来越 多的客 户会选择 国产品 牌 。 新兴 行业以及 传统行 业数智 转型，为 国产工业 机器人 提供了 广阔的 应用市场 。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初 步 统 计 ， 已 有 不 少 工 业 机 器 人 产 业 公 司 登 陆 A 股 市 场 ， 包 括 机 器 人 、 埃 斯 顿 、 埃 夫 特 、 汇 川 技 术 等 机 器 人 本 体 领 域 公 司 ； 绿 的 谐 波 、 华 中 数 控 、 英 威 腾 、 双 环 传 动 、 中 大 力 德 、 禾 川 科 技 等 产 业 链 公 司 为 机 器 人 提 供 包 括 RV 减 速 机 、 控 制 系 统 、 伺 服 系 统 等 在 内 的 关 键 零 部 件 。

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调研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国产工业机器人厂商年销量有望破万台。 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有望形成新格局，最大的特征就是国产厂商从体量上进一步缩小与外资厂商的差距，在更多细分市场拥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

根据相关规划，“十四五”期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

积极扩产

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加紧布局。

埃斯顿此前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机器人产能超过2万台套 /年，为满足市场需求，埃斯顿机器人智能产业园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2023年可以投入使用，最终实现5万台套年产能。

汇 川 技 术 表 示 ， 公 司 自 动 化 业 务 在 汽 车 产 业 链 的 机 会 点 主 要 在 零 部 件 和 工 业 机 器 人 领 域 。 2021 年 年 报 显 示 ， 除 了 减 速 机 外 ， 电 控 系 统 、 伺 服 系 统 、 丝 杠 等 核 心 零 部 件 和 机 器 人 本 体 均 已 实 现 自 制 ， 具 有 较 好 的 成 本 控 制 和 定 制 化 能 力 。 工 业 机 器 人 是 公 司 的 成 长 型 业 务 ， 目 前 已 经 实 现 盈 利 。

值得一提 的是 ，机 器人上 游企业业 绩报喜 。 双环传 动6月 29日 公告，预计 今年上 半年实 现归母净 利润 2 . 36亿 元 -2 . 56亿元 ，同比增 长84 . 15%-99 . 76% 。 2021年年报 显示，双 环传动 自 2012年开 始从事RV减 速器研 发，机器 人关节领 域技术 储备深 厚 ，产品 线涵盖RV减 速器、谐 波以及 行星减 速器等。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57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公司纵横

2022/7/2

星期六 责编

/

郭 宏 美编

/

苏 振 电话

/010-63070383

A04

Company

下游制造业复苏 工业机器人需求旺盛

近期，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提升，带

动上市公司订单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下游制造业整体复苏，锂电、新能源汽

车等行业扩产， 旺盛的需求将推动国产

工业机器人行业持续增长， 行业迎来发

展黄金期。

●本报记者 彭思雨

新华社图片

硅宝科技发力硅碳负极材料业务

●本报记者 康曦

“公司生产的硅碳负极材料已通过数家

电池厂商测评并实现小批量供货。同时，建筑

用胶、工业用胶、硅烷偶联剂三大业务一季度

收入均实现较高增长。公司将继续做好产品，

做大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力争在2028年前

实现100亿元产值目标。 ” 硅宝科技董事长王

有治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硅宝科技大力发展硅碳负极材料业务备

受机构关注， 近1个月来近200家机构对公司

进行了调研。

锂电相关业务受到重点关注

机构采取现场和线上方式与公司高管就

经营情况、项目建设进展等进行了交流。其中，

公司涉及的锂电产业受到重点关注。

“公司是比亚迪动力电池、汽车电子用胶

的优质供应商。 ” 王有治说。 公司为动力电池

组装用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已经开发出系列

高性能动力电池用有机硅密封材料，为动力电

池提供防水密封、结构粘接、线束粘接、导热填

充等。

硅碳负极材料项目进展方面，2019年硅

宝科技就建成了50吨/年硅碳负极材料中试生

产线，生产的硅碳负极材料已通过数家电池厂

商测评并实现小批量供货， 正待规模化生产。

今年，硅宝科技将稳步推进“5万吨/年锂电池

用硅碳负极材料及专用粘合剂”项目。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 硅碳负极材料作为

理想的下一代负极材料， 可以有效提升电池

能量密度。2021年以来，硅碳负极材料的技术

发展步伐加快。 据高工锂电预计，硅碳负极材

料市场将于2023年大幅放量， 至2025年之前

保持7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届时硅碳负极

材料及与之配套的粘合剂材料将迎来需求爆

发。硅宝科技的“5万吨/年锂电池用硅碳负极

材料及专用粘合剂” 项目预计2023年年底开

始逐步释放产能， 有望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

长点。

王有治表示， 公司将积极布局新能源、锂

电池材料行业， 大力发展硅碳负极材料业务，

未来将逐步形成“双主业” 发展模式，力争在

2028年前实现100亿元的产值目标。

建筑胶市占率明显提升

建筑行业是有机硅密封胶最大的应用领

域。2021年，公司建筑用胶实现营业收入17.71

亿元，同比增长63%；今年一季度，建筑用胶收

入同比增长76%。

硅宝科技建筑密封胶产品广泛应用于建

筑幕墙、中空玻璃、节能门窗、装配式建筑、装

饰装修等领域。 近年来，建筑用胶市场份额向

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

明显；同时，消费升级带动装饰、装修行业提档

升级，高端建材采购量增加；城市更新及老旧

小区改造等存量市场释放，使得建筑密封胶需

求量不断提升。

“近三年公司建筑用胶市场占有率明显

提升，继续保持细分行业龙头地位。 ” 王有治

表示。

上游原材料DMC（有机硅聚合物）价格

波动对公司毛利率的影响减弱。 王有治说，在

上游原材料新产能投产预期下，公司预计未来

原材料供应将保持充足，107胶价格将维持在

合理区间，有利于公司利润修复，长期利好公

司快速发展。

此外，硅宝科技加强内控管理，在保证为

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基础上，提升公司精细

化管理水平。 随着去年7月公司新增产能全面

投产，规模化生产优势明显，公司的生产成本

进一步下降。

订单充足

“去年以来， 公司订单一直保持充足，出

货量稳定。 ” 王有治表示，今年公司产能将达

到18万吨/年， 新增产能释放将缓解公司产能

吃紧的现状，为业绩增长提供保障。

截至2021年年末， 硅宝科技已形成13万

吨/年高端有机硅材料生产能力。 公司募投项

目“10万吨/年高端密封胶智能制造项目” 计

划按照2021年4万吨、2022年3万吨、2023年3

万吨的规划逐步释放。 今年，硅宝科技还计划

完成全资子公司安徽硅宝的技改项目，扩大光

伏用硅烷偶联剂产能；推进孙公司眉山拓利2

万吨/年功能高分子材料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

全面投产。

眉山拓利属于拓利科技全资子公司，硅宝

科技于2020年收购了拓利科技。 作为新基建

特高压输变电领域的关键配套材料，拓利科技

的RTV硅橡胶防污闪涂料技术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产品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长期使用，并

远销法国、巴基斯坦、韩国等海外市场。 另外，

拓利科技研发了多项5G高导热产品， 并已开

始供货。

王有治表示，“10万吨/年高端密封胶智能

制造项目”剩下6万吨产能以及眉山拓利2万吨

/年功能高分子材料基地项目建成后，公司有机

硅密封胶的总体产能将超过20万吨/年， 公司

将在西南建成国内最大生产基地；未来还将在

华东、华南建立生产基地，形成“三大基地” 和

“四个研发中心” 的布局，贴近市场，巩固建筑

胶行业龙头地位，提高市场占有率。

万科A：

12.92亿元回购股份

●本报记者 董添

7月1日晚，万科A公告，前期发布的股份回

购方案到期，完成了回购资金下限的64.6%，合计

12.9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主要因为可回购的

交易日有限，且公司股价在回购期限后期持续高

于回购限价。

实施股份回购

公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以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7295.6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含本次回购的股份数）的0.63%，最高成

交价为18.2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01元/股，成

交总金额12.9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2022年3月30日，万科A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议案》。 为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

过25亿元且不低于20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

18.27元/股。

公司表示，本次股份回购价格、期限符合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对于回购股份实

际情况与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表示，

在72%的可回购日均实施了回购，但总体可回购

交易日有限；回购期间后期，公司股价长时间高

于回购价格上限。

根据公告， 本次累计回购股份7295.6万股，

全部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存放期间不得质押和

出借。 对于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公司表示，“为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的股份

将全部用于出售。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

关程序予以注销。

股息相应调整

同时， 万科A披露了关于2021年度拟派发

每股股息更新的公告， 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

专用账户期间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据此，在

派息总额维持不变的前提下， 以实际享有利润

分配权利的115.52亿股为基数， 每10股可获派

发的现金股息由9.7元 （含税） 调增为9.76125

元（含税）。

根据此前发布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计划派发现金股息112.77亿元（含税），占公司

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50.06%，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以

2021年年末公司总股份数116.25亿股计算，每10

股派送9.7元（含税）现金股息。

公告显示， 公司2021年度股息将于2022年8

月25日派发，具体派发时间、股权登记日等安排

以后续披露的实施公告为准。

需求回暖

“我们正加班加点赶工以完成订单交

付。 ” 国产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埃斯顿董秘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5月以来， 以中大

型负载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市场需

求增长很快，除了新的订单，公司还要赶工

以便及时交付前期的订单， 工业机器人生

产线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记者从多家工业机器人公司了解到，6

月以来， 受下游新能源等制造行业客户需

求带动，工业机器人产品需求旺盛，不少公

司在手订单和出货量保持上升。

由于供货紧张，近期多家企业上调了

工业机器人产品价格。6月27日，埃夫特发

布调价函称，自7月1日起，所有机器人产

品价格上调3%-10%。 埃斯顿、配天机器

人等厂商也上调了产品价格，上调幅度为

3%-8%。 多家企业表示，芯片短缺及大宗

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物流费用持续升

高导致机器人整体成本上涨。

埃夫特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公司采取多方面举措应对原材料价格

上涨。 例如，通过与芯片渠道商合作，锁定

长期订单价格和交期， 同时在大宗原材料

方面签订长期协议稳定供应， 尽可能化解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

开源证券分析师孟鹏飞表示， 工业机

器人行业需求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目前制造行业整体复苏，对机器人

自动化的需求上升； 二是新能源汽车、锂

电、光伏等高景气度的下游行业加速扩产，

对自动化生产制造依赖性增强。 目前，工业

机器人已成为锂电池生产的重要工具。 高

性能、高速度、高稳定性的工业机器人能够

为锂电池生产提供经济性更强、 效率更高

的生产解决方案。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

业PMI回升至50.2%，在连续三个月收缩后

重返扩张区间。从行业情况看，汽车、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

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4.0%，恢

复快于制造业总体。

平安证券认为，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

反复，工业机器人出货量受到影响。 随着下

半年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 工业机器人有

望受益于经济企稳，业绩迎来改善；同时，

电力巡检机器人有望受益于电网智能化投

资增长。

渗透率提升

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渗透率加速提

升。开源证券介绍，国内机器人企业本土化

供应逐渐完善，并积极调整产业链，及时填

补新能源车、锂电、光伏等下游扩产带来的

需求。 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包括上游核心零

部件生产、 中游本体制造和下游系统应用

集成。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游零部件以及

中游本体制造领域国内企业的市占率均

有提升。

对于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伺服系统，

减速机三大部件，埃斯顿董秘介绍，国内机

器人厂家已经在伺服系统和机器本体上实

现了自主化， 国内部件企业在减速机的研

发生产方面成长很快， 但以芯片为主的一

些高端机型的控制元器件国产水平仍有

待提高。 随着国产工业机器人性能提升和

品牌知名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客户会选择

国产品牌。 新兴行业以及传统行业数智转

型， 为国产工业机器人提供了广阔的应用

市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已有不少

工业机器人产业公司登陆A股市场，包括

机器人、埃斯顿、埃夫特、汇川技术等机器

人本体领域公司；绿的谐波、华中数控、英

威腾、双环传动、中大力德、禾川科技等

产业链公司为机器人提供包括RV减速

机、控制系统、伺服系统等在内的关键零

部件。

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发布的《2022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调研报告》显示，越

来越多的国产工业机器人厂商年销量有望

破万台。 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有望

形成新格局， 最大的特征就是国产厂商从

体量上进一步缩小与外资厂商的差距，在

更多细分市场拥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

根据相关规划，“十四五” 期间机器人

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

积极扩产

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机器人产业链相

关上市公司加紧布局。

埃斯顿此前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

司机器人产能超过2万台套/年，为满足市场

需求，埃斯顿机器人智能产业园二期工程正

在加紧建设，2023年可以投入使用，最终实

现5万台套年产能。

汇川技术表示，公司自动化业务在汽

车产业链的机会点主要在零部件和工业

机器人领域。 2021年年报显示，除了减速

机外，电控系统、伺服系统、丝杠等核心

零部件和机器人本体均已实现自制，具

有较好的成本控制和定制化能力。工业机

器人是公司的成长型业务，目前已经实现

盈利。

值得一提的是， 机器人上游企业业绩

报喜。 双环传动6月29日公告，预计今年上

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2.36亿元-2.56亿元，

同比增长84.15%-99.76%。2021年年报显

示， 双环传动自2012年开始从事RV减速

器研发， 机器人关节领域技术储备深厚，

产品线涵盖RV减速器、 谐波以及行星减

速器等。

硅宝科技生产线 公司供图

央行：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主投三类项

（上接A01版）“这项政策将推动大量原本

资本金不足的项目开工建设， 使沉淀的专项债

和其他政府资源得以盘活， 是针对性很强的稳

投资举措。 ”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

永祥说。

在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看来， 政策

性、开发性的金融工具可以有效整合各方要素，实

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加强要素保障

对于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投资应把握

的原则，该负责人表示，一是按市场化原则，依

法合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保本微

利，投资规模要与项目收益相平衡。二是投资项

目既要有较强的社会效益， 也要有一定的经济

可行性。三是只做财务投资行使相应股东权利，

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运营。 四是按照市场化原

则确定退出方式。

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落地需要中央各部

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共同发力，分工合作。 该

负责人表示，涉及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产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需要规范制

度程序，明确责任分工，给予配套政策支持。

资金方面， 人民银行牵头支持开发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 中

央财政按实际股权投资额予以适当贴息，贴息期

限2年。 项目方面，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地方、中央

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形成足够多的备选项目清

单，由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通过金融工具按

照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投资。 对于投资的项目，

发展改革委选送有关部门，加强用地、环评等开

工要素保障。监管方面，督促开发银行、农业发展

银行做好工具运营、投后管理、风险控制等相关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