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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汽车保有量 2.29 亿辆，新

能源车保有量 199 万辆

公安部交通安全发布数据，截至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19 亿辆，

其中汽车保有量达 2.29 亿辆，私家车

保有量达 1.8 亿辆。

国内新能源车保有 199 万辆，纯

电占比 8 成。山东低速电动车 6 月生

产 4.9 万辆，同比增长 5.2%。北京 /

广州新能源汽车地区发布，纯电将按

1:0.5 发到 2020 年。韩国 LG 化学 20

亿美元电池项目重返南京，预计年产能

32GWH。

中电联公布 2016 年 1 ～ 6 月

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三产

用电量稳定增长

1 ～ 6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77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增

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1 ～ 6 月份，第一产业

用电量 4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7%，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7%；第

二产业用电量 19759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0.5%，增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1.0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为 71.2%，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为 14.4%；第三产业用电量 370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2%，增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3.4%，对全社

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43.3%；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81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7.7%，增速比 2017 年同期提

高 2.9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 13.7%，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

贡献率为 37.6%。

分省份看，1 ～ 6 月份，全社会用

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

的 省 份 有 16 个， 依 次 为： 西 藏

（18.0%）、 新 疆（12.0%）、 江 西

（7.7%）、陕西（7.0%）、安徽（6.2%）、

海南（5.6%）、北京（5.5%）、浙江

（5.3%）、 内 蒙 古（4.6%）、 广 东

（4.2%）、福建（4.2%）、湖北（4.1%）、

江苏（4.1%）、河南（4.0%）、山东

（3.0%）和上海（2.7%）；全社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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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负增长的省份有 6 个，其中增速

低于 -5% 的省份为：云南（-7.4%）、

甘肃（-9.2%）和青海（-10.1%）。

工业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制造业

当月用电量连续四个月正增长

1 ～ 6 月 份， 全 国 工 业 用 电 量

1942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5%，增

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1.0 个百分点，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的 比 重 为 70.0%，

对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14.3%。 其 中， 轻 工 业 用 电 量 32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增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重工

业用电量 16129 亿千瓦时，与 2017

年基本持平，增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

6 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3570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4%，占全社会用

电量的比重为 72.5%。其中，轻工业

用电量 6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2.6%；重

工业用电量 2947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1%，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59.8%。

1 ～ 6 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1456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3%，

增速比 2017 年同期回落 0.4 个百分

点。6 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269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5%；制造业日

均用电量 89.9 亿千瓦时 / 天，分别比

2017 同期和上月增加 0.5 亿千瓦时 /

天和 5.1 亿千瓦时 / 天。

发电装机规模保持较快增长，大幅

高于发电量增速

截至 6 月底，全国 6000 千瓦及以

上电厂装机容量 15.2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1.3%，增速比 2017 同期提高 2.6

个百分点。其中，水电 2.8 亿千瓦、火

电 10.2 亿千瓦、核电 2961 万千瓦、

并网风电 1.4 亿千瓦。1 ～ 6 月份，全

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 2759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0%，增速比 2017 同

期上升 0.4 个百分点。

1 ～ 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

水电发电量 48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4%，增速较 2017 同期提高 0.1 个

百分点。

1 ～ 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

电发电量 2057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1%，降幅较 2017 同期收窄 0.1 个

百分点。各省份中，北京（11.4%）、

安徽（7.6%）和新疆（6.9%）增长较

快，20 个省份火电发电量出现负增长，

福建（-31.7%）和湖南（-31.0%）

同比下降超过 30%。

基建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增加，火电

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增加

1 ～ 6 月份，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

产能力 5699 万千瓦，比 2017 年同期

多投产 1360 万千瓦；其中，水电 437

万千瓦、火电 2711 万千瓦，核电 217

千瓦、风电 574 万千瓦、太阳能投产

1760 万千瓦；水电、核电和风电分别

比 2017 年同期少投产 68、109 和 77

万千瓦；火电比 2017 年同期多投产

367 万千瓦。

电源完成投资同比下降，电网完成

投资大幅增长

1 ～ 6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

源工程完成投资 1210 亿元，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8.7%。在电源完成投资

中，水电完成投资 227 亿元，同比下

降 17.9%；火电完成投资 379 元，同

比下降 6.4%；核电完成投资 218 亿元，

同比增长 5.1%；风电完成投资 244

亿元，同比下降 38.4%。水电、核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

资的 68.7%，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0.7

个百分点。

1 ～ 6 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

资 2180 亿元，同比增长 33.2%。

机械行业周报：机器人行业长期

向上趋势不变

估计 2018 年工业机器人行业增速

有所放缓。根据统计局数据，2018 年

6 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 13777 台，

同比增长 7.2%；2018 年上半年，国

内工业机器人产量合计 73849 台，同

比增长 23.9%。

从市场需求看，从二季度开始机器

人行业出现同比增速下滑的情况。主要

原因包括：汽车整车需求一般，电子行

业需求有所下滑，特别是电子行业受苹

果等手机企业投资下滑影响较为明显；

“531”政策出台对光伏行业需求影响

较大，以及动力电池行业在补贴退坡、

行业洗牌等背景下需求也减弱。

2018 年金融去杠杆，导致广大中

小企业资金紧张，也影响了购买决策。

但是，同时可以看到环保因素，推动机

器人喷涂和打磨需求快速增长。

估计 2018 年国内工业机器人仍然

保持正增长，增幅约 20% ～ 30% 国

产机器人表现更优，国产化正在加速进

行。由于外资本体企业在汽车以及电子

领域市场占率较高以及基数大，上半年

量增速有所放缓。而国产机器人基数相

对较低，且下游如机床上下料、喷涂和

打磨等需求还不错，所以同比增速明显

跑赢行业。

根据草根调研，估计上半年国产机

器人增速大概率超 50%，国产龙头埃

斯顿、埃夫特、钱江机器人，以及新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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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拓斯达、上海欢颜等上半年增速超

过 50%。机器人向上长期趋势不改。

长期看，国内工业机器人向上趋势没

有改变，未来可以看到 50 ～ 60 万台 /

年的市场空间，特别是汽车、电子以外

的一般制造业需求，将实现爆发增长。

而且国产化仍会逐步提升，由于 RV 减

速机已经开始国产化，工业机器人国产

供应链基本形成，国内企业研制的经济

型本体，正在翻倍或者数倍增长。

 

光伏行业进入微利时代

2018 年 6 月 1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

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称“531”新政），对控制光伏

新建规模、降低补贴强度、资源配置市

场化等事项做出了安排。

“531”新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2018 年国内光伏电站装机量需求。自

2016 年四季度以来，光伏行业开始了

连续五个季度的高增长。2017 年，国

内市场新增规模达到 53GW，同比增

长 53.6%。光伏专家王淑娟分析认为，

“531”新政下发后，2018 年的新增

装机预期将进一步下调到 25GW，仅

占 2017 年 53GW 的 47%，远低于此

前市场预估。光伏企业利润必将受到波

及，组件企业首当其冲，在上半年业绩

中已有体现。

7 月 8 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

长王勃华谈及光伏企业盈利情况时表

示，对 20 家上市企业财报做了统计分

析发现，去年有半数以上企业净利润下

滑，2018 年第一季度又有 13 家继续

下滑。其中，组件企业形势尤为严峻，

净利润率降至 1% 以下，部分企业甚

至出现亏损，光伏行业已经进入了“微

利”时代。

LNG 液化天然气行业正在蓬勃

发展

2018 年 5 月， 我 国 天 然 气 表

观 消 费 量 221 亿 立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7.5%；1 ～ 5 月我国天然气表观消

费量累计 11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7.6%，天然气消费继续维持高速增

长。

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主要由于：3 月

份以来工业企业复工状况良好；2017

年以来经济持续向好带动工商业消费；

燃气电厂装机持续增加，每年平均新投

运 1000 万千瓦装机；煤改气工程带动

的新增消费量；贸易战预期导致部分企

业提前生产。

1 ～ 5 月 天 然 气 进 口 同 比 增 长

36.4%，LNG 进 口 大 增 54.6%。

2018 年 5 月，我国天然气自产量 1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7%；1 ～ 5 月，

我国天然气自产量 658 亿立方米，同

比增长 5.1%，较 2017 年 1 ～ 5 月增

速同比降低 1.7 个百分点。2018 年 5

月，我国天然气进口 741 万吨，同比

增长 37%；1 ～ 5 月，我国进口天然

气约 3480 万吨，同比增长 36.4%。

1 ～ 5 月累计，我国天然气对进口的依

存度达到约 42.7%。1 ～ 5 月，我国

LNG平均进口价格为454.30美元/吨，

5 月当月 LNG 平均进口价格 465.30

美元 / 吨，环比小幅上涨。

6 月份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LNG 成交量环比大幅上升 2018 年 6

月，交易中心共成交液化天然气 16.54

万吨，环比增长 90%，管道天然气成

交19.86亿方。价格方面，2018年6月，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LNG 平均单

价为 2.9 元 / 立方米，环比上涨 6.14%；

PNG 平均交易单价为 2 元 / 立方米，

环比上涨 1.5%。

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煤改气将继续加码，《行动计

划》明确将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到 2020 年采暖季前，在保障能源

供应的前提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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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平原的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

取暖散煤替代。为了解决冬季供气紧张

问题，要求继续加快储气设施建设步伐，

到 2020 年采暖季前，地方政府、城镇

燃气企业和上游供气企业的储备能力达

到量化指标要求。

 

半年报业绩预告超预期 工程机

械行业高景气有望持续

从工程机械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

看，其上半年市场表现大多靓丽。截至

目前，已有 9 家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

司披露 2018 年中报业绩预告，有 8 家

公司业绩预喜，占比近九成。其中，华

东重机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

增幅超过 10 倍，徐工机械、柳工、山

河智能等 3 家公司中报净利润也均有

望实现同比翻番。从预告净利润上限来

看，徐工机械上半年盈利有望突破 10

亿元，柳工、山河智能等 2 家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也均预计达到 3 亿元以上。

上半年，工程机械设备更新需求持

续，行业内几家龙头企业的市场表现可

圈可点。徐工机械的中报最为明显。上

半年，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10 ～ 11.5 亿 元，2017 年 同

期盈利约 5.5 亿元，同比增幅区间为

81.82% ～ 109.09%。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该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工程机械行业形势受惠于“一

带一路”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市

场机遇。

柳 工 最 新 发 布 的 半 年 报 业 绩

预 告 称， 上 半 年 预 计 公 司 盈 利

53332 ～ 6627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18.94% ～ 172.08%， 考 虑 收 购 上

海金泰 51% 股权，对前期财报做追溯

调整，同比增长105.99%～155.99%。

该公司表示，业绩高增长主要是受

益于工程机械行业保持高景气，主要产

品线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等产品销

量稳步提升。

山河智能发布公告称，预计 2018

年 1 ～ 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盈 利 27766.00 ～ 31972.98 万

元，同比增长 230% ～ 280%。去年

同期公司盈利 8413.94 万元。山河智

能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

分别达到 328.87% 和 142.49%。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山河智能公

司表示，工程机械行业继续保持景气，

挖机销量大幅增长，同时公司高毛利产

品旋挖钻机持续供不应求，整体淡季不

淡，收入同比继续大增。

华 东 重 机 半 年 报 显 示，2018 年

1 ～ 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为 1310% ～ 1465%。公司解

释业绩变动的原因称，落实高端化、智

能化战略，新增全资子公司广东润星科

技有限公司的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务。

业内人士表示，工程机械企业未来

3 年将有望继续保持净利润快速增长。

由于环保和机龄两方面原因，行业将进

入为期 5 ～ 6 年的更新换代期，更新

换代需求保证了增长的持续性。随着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力，产品更新换代需

求及出口持续向好等因素的带动下，国

内工程机械行业持续火热。

挖掘机销量一枝独秀

挖掘机一向是工程机械行业的晴雨

表，透露着行业市场强弱的信号，而涨

幅也是品类中最大的。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

机 械 分 会 行 业 统 计 数 据 显 示，2018

年 1 ～ 6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

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

品 120123 台，同比增长 60.0%。国

内市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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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76 台，同比增长 57.0%；出口

销 量 8895 台， 同 比 增 长 110.5%。

2018 年 6 月，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

产 品 14188 台， 同 比 增 长 58.8%。

国内市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

12449 台，同比增长 51.4%；出口销

量 1723 台，同比增长 143.7%。

尤其是出口数据继续高歌猛进，

海外销量再度实现翻番，均表明工程

机械行业回暖势头仍在延续。

从国内市场角度来看，在拉动内

需的政策导向下，下游新增基础设施

建设陆续开工，挖掘机等工程机械需

求预计将持续扩大。海外市场方面，

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受益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万亿元市场，积极开疆扩土，

不断完善销售网络。

工程机械行业由于环保和机龄两

方面原因，行业将进入为期 5 ～ 6 年

的更新换代期，更新换代需求保证了

增长的持续性。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发力，产品更新换代需求及出口持

续向好等因素的带动下，国内工程机

械行业这两年持续火热。相关专家分

析认为，乡村振兴和环保核查趋严拉

动需求，行业景气度有望延续。

 

充电联盟内成员单位总

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

271751 个

近日，中国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以下

简称“充电联盟”）对外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

报公共类充电桩 271751 个，充

电设施保有量平稳增长。

据充电联盟信息和认证部主任刘

锴介绍，2018 年上半年各省、区、市

公共和私人充电设施保有量平稳增长，

充电电量连续三个月保持增长，总体

较上月有一定幅度增长。

截至 2018 年 6 月，联盟内成员

单位总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 271751

个，其中交流充电桩 119445 个、直

流充电桩 87956 个、交直流一体充电

桩 64350 个。2018 年 6 月 较 2018

年 5 月新增公共类充电桩 5520 个。

从 2017 年 7 月 到 2018 年 6 月，

月均新增公共类充电桩约 8345 个，

2018 年 6 月同比增长 58.4%。全国

规模化运营商企业 16 家（充电设施保

有量≧ 1000 个）。

2018 年上半年，新增部分的公共

充电桩（含专用）同比增长 90.6%，

其 中 符 合 2015 版 国 标 的 占 比 约

90%，公交、出租等专用车辆的电量

增长呈上升趋势。

国内电池装机量供应商前三名

占据七成市场

2018 年 1 ～ 5 月，我国电池制造

业主要产品中，锂离子电池累计完成

产量 458377.4 万自然只，累计同比

增 长 13.4%。2018 年 1 ～ 5 月， 我

国电池制造业累计完成出口交货值为

396.5 亿元，同比增长 28.5%，累计

产销率达 96.0%，同比增长 1.2%。

在效益方面，1 ～ 5 月，全国规模以

上电池制造企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2408.5 亿元，同比增长 26.9%，实现

利润总额 98.6 亿元，同比增加 5.3%。

2018 年 1 ～ 5 月， 国 内 电 池 装

机量排名第一的供应商则是宁德时

代， 装 机 量 为 5464.11MWh， 占 市

场份额的 43.1%。排名第二的比亚迪

装 机 量 为 2545.31MWh， 市 场 占 比

20.1%，第三名国轩高科的装机量则

为 804MWh，市场占比 6.4%。三家

公司共占据全国 70% 市场份额。

首先，宁德时代与比亚迪在业内

TOP2 的地位非常稳固，而在前两年

表现优秀的第 3 名沃特玛在 2018 年

上半年的成绩不尽人意，已经跌出前

10 名。

其次，电池企业装机量排行中，

位居 5 ～ 10 名的企业地位并不稳固，

例如在 2017 年上榜前 10 名单中的

孚能科技、亿纬锂能、北京国能、

江 苏 智 航 其 实 在 2016 年 并 未

上榜，颇有后发制人的气势，

例如孚能科技已经在 2018 年

1 ～ 5 月电池装机量中位列第

4 名。

再次，目前三元电池和磷酸

铁锂是大多数企业选择的材料。

但受电池能量密度制约，三元电池

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磷酸铁锂的增

速则在放缓，主攻磷酸铁锂电池的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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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这一点。全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长

崔东树也表示，2018 年纯电乘用车的

能量密度提升较快，在工信部刚刚公布

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

录》（2018 年第 6 批）中，乘用车搭

载的电池密度高于 120Wh/kg 的占到

97%，而高于 140 ～ 150Wh/kg 的三

元电池的也达到了 70%。

工商用中央空调市场份额大，

但短期难觅突破

我国中央空调市场发展始于 80 年

代末期。2016 ～ 2017 年中央空调市

场迎来新一轮增长，暖通空调资讯数据

显示，2017 年市场规模达 822 亿元，

同比增速 17.2%，其中，工商用占比

65%，家用占比 35%。本轮增长不同

于 2010 ～ 2011 年的所有品类一起增

长，这次主要由多联机与单元机主导，

增速分别达到 27.6% 与 25.5%。

暖通空调资讯数据显示，工商用市

场规模近年在 450 ～ 550 亿元间波动，

市场需求来自工商业新增项目。工商业

新增项目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目

前政策基调定位供给侧改革，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维持低位，工商用中央空调市

场规模预计维持稳定。目前以工商用为

主要需求的大型冷水机市场仍以美资企

业领先。

本轮多联机、单元机高速增长源自

于零售渠道家用中央空调市场爆发。暖

通空调资讯数据显示，2017 年家用中

央市场增速约为 30%，市场规模 286

亿元。家用中央空调销售与住宅销售趋

势相关，但同比增速表现显著优于住宅。

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 2015

年中央空调渗透率达到 65.2%，但因

收入、人均住宅面积、产品与我国差距

较大使数据参考意义有限。我国城镇家

庭中央空调渗透率不超过 2.73%，行

业短期内难触天花板，发展前景广阔。

供需双向利好有望使家用中央空调

继续超越地产周期走出独立行情。需求

端：中央空调对比高端分体式空调更符

合消费升级需求；房价高企，中央空调

更能满足消费者节省空间需求；精装修

房屋占比提高，开发商有意愿采用中央

空调。供给端：全寿命考虑，价格劣势

消除；龙头长期包修打消购买顾虑；各

大品牌渠道建设日趋完善。

从竞争格局来看，暖通空调资讯

数据显示格力、美的 2017 中央空调市

场以销售金额计的品牌份额分别达到

15.4%，13.7%，二者在单元机的市

场份额是前两名，多联机市场是前四名，

未来有望继续领跑。

首个“宁波港口指数”分析报

告发布

7 月中旬，浙江宁波市港航管理局、

宁波航运交易所共同发布首个宁波港口

指数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报告

显示，2018 年上半年，中国沿海港口

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各项生产指标

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港口指数处于景

气扩张区间，实现较快增长。

该报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港

口景气指数均值为 112.39 点（100 点

为分界线），同比上涨 4.05%；港口

企业信心指数均值为 109.44 点（100

点为分界线），同比上涨 2.25%。

据宁波航运交易所研究总监陈铭介

绍，不同于以往的关注度聚焦在集装箱

市场，“宁波港口指数”根据不同货种

码头装卸工艺，发布集装箱、干散货、

液散货、件杂货 4 个专业市场的分项

指数。报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集装

箱码头发展水平最高，集装箱景气指数

均值为 117.25 点，同比上涨 3.40%；

干散货码头其次，干散货景气指数均

值为 110.81 点，同比上涨 2.89%；

件杂货码头上半年涨幅最大，件杂货

景气指数均值为 110.68 点，同比上

涨 22.83%；液散货景气指数均值为

106.63 点，同比上涨 0.78%。

observation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