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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行业专题 
 
 

基本面有望走稳，国产崛起正当时 
  
 
⚫ 投资要点 

电梯属于特种装备，是以运输为核心的机电设备。电梯的主要类

型包括垂直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其中垂直电梯应用最为广

泛，占比约为 85%。电梯制造业的产业上游主要为基础原材料及电梯

零部件制造业；下游应用市场包括住宅地产、商用地产、旧楼改造、

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等领域，其中地产是最大下游。 

地产为电梯行业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电梯产销量与竣工数据相

关性强，预计 2024-2026年竣工端走弱将拖累新梯市场。从建筑时间

来看，常规地产项目从新开工至竣工验收通常需要 2-3年的时间，而

新开工数据从 2020 年开始下滑，由高峰的超 22 亿平米下滑至 2023

年的 9.5亿平米，且 2024M1-9仍有超 20%的下滑，而竣工端数据由于

保交楼政策的带动，于 2023 年之前并未出现明显下滑。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新开工数据的弱势将逐步传导到竣工端，2024-2026 年竣工

端数据将面临一定压力，从而影响新梯市场销售。 

加装电梯与电梯出口有望抵消部分竣工端走弱对新梯市场的影

响。政策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能装尽装”，且各地持续出台加装电

梯补贴政策，加装市场正逐步提速，2019 年至 2023 年，全国累计加

装电梯 10.8万部，其中 2022年加装量约为 3万部，2023年加装量为

3.6万部，正逐渐提速。电梯出口数量方面，2016-2023年，我国电梯

出口数量由 5.68 万台逐步增长至 8.75 万台，复合增速达 6%，其中

2023 年同比增速达 17%，主因国内整梯厂加大对外开拓力度+面向俄

罗斯的出口量近两年快速增长。我们认为，随着国内电梯企业产品竞

争力的持续增加，凭借着原材料价格优势、供应链优势、管理优势，

国内整梯厂出海为大势所趋，有望持续贡献增量。 

电梯老龄化有望带动更新，政策、资金逐步向电梯更新倾斜。我

国电梯保有量持续增加，于 2023 年已超 1000 万台，并且与发达国

家、地区相比，我国人均电梯保有量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电梯使用

年限通常为 15-20 年，超过 15 年后设备会逐步老化。目前我国有约

80 万台电梯的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其中约 17 万台电梯的使用年限

超 20年，随着时间的推进，超期服役的老旧电梯数量还会持续攀升，

有望带动更新需求向上，根据中国电梯协会预计，到 2030 年，电梯

更新改造量将达到 274万台。政策、资金有望逐步向老旧电梯更新领

域倾斜，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扩大项目包括老旧电梯设

备更新，发改委计划于 24 年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各地对 4

万余台使用 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实施更新。 

综合考虑竣工端、加装市场、更新市场、出口市场对于电梯整梯

需求的影响，我们认为整梯需求有望于 2026年触底。根据模型测算，

2024-2030年的电梯整梯需求分别为 95.9、89.6、88.7、92.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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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110.3万台，市场规模分别为 1391、1299、1286、1334、1425、

1504、1599亿元。从结构来讲，2024-2030年更新改造需求占电梯整

梯需求的比重会由 11%逐步升高至 32%。 

维保方面， 整梯厂维保市场有望随电梯保有量增长+自维保比例

增加逐步向上，预计 2030年达 277亿元市场，十年复合增速达 14%。

通常，电梯整机厂会设置两年左右的质保期，超过两年后则每年收取

一定费用进行维保，但是实际中，在质保期结束后，物业公司与电梯

原厂签订后续维保合约的案例并非常见现象，大多数物业公司由于价

格等原因转而与第三方电梯维保公司签订维保、修理合同。目前，整

梯厂正在逐步加大自维保的推进力度，措施包括适当降价抢占市场、

新梯给予一定让利的同时签订长期的维保合同等，原厂维保率有望逐

年攀升。根据模型测算，2024-2030 年，我国电梯维保市场规模分别

为 386、425、455、482、506、530、553亿元，其中，整梯厂维保市

场规模分别为 147、170、191、212、233、254、277亿元，同比增速

分别为 21%、16%、12%、11%、10%、9%、9%。 

随着新梯市场见底+后市场逐步发力，国内龙头企业估值有望向

海外龙头逐步靠拢。以海外龙头奥的斯为例，其估值水平（PE-TTM）

常年维持在 20-30 倍的区间，远高于国内整梯厂，我们认为其主要原

因为奥的斯后市场占比接近 6成，其需求更为稳健，受下游地产、基

建资本开支影响较小，且更偏向于轻资产运营，常年通过回购+分红

的形式回馈投资者。展望国内整梯厂，后续随着新梯市场见底+维保

业务的持续发力，商业模式与自由现金流有望持续向好，估值亦有望

向海外龙头企业逐步靠拢。 

建议重点关注：上海机电、广日股份、康力电梯；建议关注：同

力日升、沪宁股份、远大智能、展鹏科技、森赫股份、快意电梯、梅

轮电梯、华菱精工、通用电梯。 

⚫ 风险提示： 

竣工端下行超预期风险、竞争格局恶化风险、加装/更新/维保业

务开拓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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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行业专题：基本面有望走稳，国产崛起正当时 

1.1 电梯属于特种装备，是以运输为核心的机电设备 

电梯属于特种装备，是以运输为核心的机电设备。根据《特种设备目录》的

规定，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

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货物的机电设备。 

垂直电梯应用最为广泛，占比约为 85%。电梯的主要类型包括垂直电梯、自

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根据明源云采购，其中垂直电梯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类别，

占电梯产量比重约为 85%。随着电梯行业的不断发展，电梯种类日益丰富，根据

驱动方式、用途、运行速度的不同，可将电梯进一步分类。 

 

图表1：电梯主要分类 

 

资料来源：森赫股份招股说明书，中邮证券研究所 

 

垂直电梯：目前国内外市场上，应用最为普遍的垂直电梯是曳引式电梯，其

主要工作原理是通过曳引绳两端连接轿厢和对重，缠绕在曳引轮和导向轮上，靠

曳引绳与曳引轮摩擦产生的牵引力，实现轿厢和对重的升降运动，以达到运输目

的。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内部组成结构大体相似，主

要结构是带有循环运行梯级（或踏板），用于水平或倾斜运输乘客的固定电力驱

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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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垂直电梯内部组成结构 图表3：自动扶梯内部组成结构 

  

资料来源：森赫股份招股说明书，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森赫股份招股说明书，中邮证券研究所 

 

电梯行业产业链上下游方面，电梯制造业的产业上游主要为基础原材料及电

梯零部件制造业。电梯生产和制造最主要的原材料为钢材和稀土，钢材可用于生

产电梯轿厢、轿架、轿门、厅门和上下梁等钣金加工件，稀土是电梯核心部件永

磁同步曳引机中永磁体的主要原材料。电梯制造业的下游应用市场包括住宅地产、

商用地产、旧楼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等领域。 

图表4：电梯产业上下游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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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2009年修订）》、《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2011 修订）》等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电梯行业的监管体制涵盖电梯的生产、销售、安装、改造、修理、使用

及维保、检验检测等多个环节，包括生产许可、安装修理许可等多项监管制度。 

 

图表5：电梯行业监管制度较为严格 

 

资料来源：森赫股份招股说明书，中邮证券研究所 

 

1.2 新梯市场：地产竣工承压，政策驱动加装市场向上 

地产为电梯行业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电梯产销量与竣工数据相关性强。目

前的电梯市场中，新梯市场仍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电梯在建造阶段中，属于更

偏向于竣工端进行交付的特种装备，从历史数据中亦可以看出，地产竣工数据，

与电梯产量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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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电梯产量增速与房地产竣工面积增速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从更为前瞻的新开工数据来看，我们预计 2024-2026 年竣工数据可能将面临

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新梯市场销售。从建筑时间来看，常规地产项目从新开工

至竣工验收通常需要 2-3 年的时间，而新开工数据从 2020 年开始下滑，由高峰

的超 22 亿平米下滑至 2023 年的 9.5 亿平米，且 2024M1-9 仍有超 20%的下滑，

而竣工端数据由于保交楼政策的带动，于 2023 年之前并未出现明显下滑。综合

来看，我们认为新开工数据的弱势将逐步传导到竣工端，2024-2026年竣工端数

据将面临一定压力，从而影响新梯市场销售。 

 

图表7：地产竣工面积同比增速与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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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能装尽装”。2024 年 1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

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就明确表态，重点提到了这句话：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能装

尽装”，据统计全国光加装电梯的市场大概就有 2.6万亿（包含土建和安装工程）。

据中国电梯协会统计，我国未加装电梯的既有建筑，大约有 5000 万户住宅符合

加装条件，加装市场总量预计在 250万台以上。 

各地补贴政策纷至沓来，有望推动加装市场向上。据统计，全国已有超过 20

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补贴政策，有望减少居民加装电梯的费用负担，推动市场

向上。以上海徐汇区龙水北路 900弄的电梯加装项目为例，各层居民按照不同比

例分摊费用，加装一部电梯总费用需要 75万元，除去 28万元政府补助之外，居

民需要出资 47 万元，从 2 楼到 6 楼分别以 6%、13%、20%、27%、34%比例分摊，

算下来最低 2.82万元，最高 15.98万元。 

加装市场正逐步提速，有望抵消一部分竣工端下行压力。根据 2024 年 5 月

举行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会披露的数据，2019年至 2023年，全国

累计加装电梯 10.8万部，年均加装 2.16万台，其中 2022年加装量约为 3万部，

2023 年加装量为 3.6 万部，正逐步提速。若假定 2024-2028 年加装电梯复合增

速达 20%，则五年期间有望加装电梯合计 32.1万台。 

 

图表8：电梯加装市场预计量（万台） 

 

资料来源：住建部，中国电梯协会，中邮证券研究所 

 

电梯出口数量亦有望持续向上，抵消一部分竣工端下行压力。2016-2023年，

我国电梯出口数量由 5.68万台逐步增长至 8.75万台，复合增速达 6%，其中 2023

年同比增速达 17%，主因新梯市场受竣工端承压影响且预期向下，国内整梯厂加

大对外开拓力度，同时，面向俄罗斯的出口量近两年快速增长。我们认为，随着

国内电梯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持续增加，凭借着原材料价格优势、供应链优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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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优势，国内整梯厂出海为大势所趋，有望持续贡献增量，可于未来数年抵消部

分竣工端下行压力。假定 2024-2028年，国内电梯出口数量维持 10%的复合增速，

2028年电梯出口数量有望达 14万台。 

电梯进口数量方面，根据 iFind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年进口电梯数量仅为

659 台，且 2024年仍处于下降通道，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环境不佳，另

一方面是受到国内企业的冲击，未来进口电梯数量大概率将维持低位。 

图表9：我国电梯出口数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iFind，中国海关总署，华经产业研究院，中邮证券研究所 

1.3 后市场：电梯老龄化有望带动更新，整梯厂加大自维保力度 

我国电梯保有量持续增加，于 2023年已超 1000万台。根据 iFind数据，随

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地产、基建等持续发力，我国电梯保有量由 2001年的 28.5

万台快速上行，于 2023年已达 1063万台。 

图表10：我国电梯保有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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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国人均电梯保有量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截至 2023 年，我国

人均电梯保有量已经超过 7.5 台/千人，与意大利、韩国、法国等国家仍有一定

差距，未来人均电梯保有量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 

 

图表11：世界各个国家及地区电梯人均保有量情况（台/千人） 

 

资料来源：森赫股份招股说明书，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注：其他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数据均为 2018 年数据 

 

电梯使用年限通常为 15-20 年，超过 15 年后设备会逐步老化。一般来说电

梯的使用年限是在 15 年左右的。而电梯的使用寿命和后期的管理、维护保养息

息相关，在保养得当的条件下，电梯可正常使用 20年。然而，使用 15年以上的

设备会逐步老化，安全问题更需要受到关注。 

电梯老龄化有望带动更新，约 80万台电梯使用年限超 15年。目前我国有约

80 万台电梯的使用年限超过 15年，其中约 17万台电梯的使用年限超 20年，随

着时间的推进，从每年的保有量增量来看，超期服役的老旧电梯数量还会持续攀

升，有望带动更新需求向上，根据中国电梯协会预计，到 2030 年，电梯更新改

造量将达到 274万台。 

政策、资金有望逐步向老旧电梯更新领域倾斜。《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中提到，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

新专项资金加大对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支持范围扩大项目包括老旧电梯设备更

新。其中，2024年，发改委计划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各地对 4万余台使

用 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实施更新。 

对于设备需求而言，若不考虑进出口，通常可将其划分为保有量增量部分与

更新部分。我们对于未来的电梯保有量增量、更新比例、进出口情况进行如下假

设，从而进行保有量增量需求、更新需求、出口需求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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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保有量增量-加装：假定随政策与补贴逐步落地，200 多万台存量电梯加装

需求逐步落地，2024-2030年的电梯加装需求量分别为 4.3、5.2、6.2、7.5、9、

9.9、10.8万台； 

⑵保有量增量-竣工：假定随国内地产竣工端下行，2024-2030年的竣工电梯

需求量分别为 71.2、60.5、54.5、51.7、50.7、49.7、48.7万台； 

⑶更新比例：假定使用年限达到 15-24年的电梯，更新比例分别为 5%、8%、

10%、12%、15%、15%、12%、10%、8%、5%。由于数量较少且缺乏统计数据，不考

虑 2001年及此前的保有量增量部分的更新需求。 

⑷进出口情况：假定 2024-2028 年国内电梯出口销量同比增速均为 10%；

2029-2030年国内电梯出口销量同比增速均为 5%。不考虑进口电梯对于保有量的

影响。 

⑷价格情况：假定 2022、2023年单梯均价为 15万元；2024年起，随着竞争

加剧，单梯均价为 14.5万元。 

电梯整机为超千亿市场，需求有望于 2026 年触底。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

2024-2030 年的电梯整梯需求分别为 95.9、89.6、88.7、92.0、98.2、103.7、

110.3万台，市场规模分别为 1391、1299、1286、1334、1425、1504、1599亿元，

电梯整机需求有望于 2026年触底。 

从结构来讲，更新改造需求占电梯整梯需求的比重有望于 2030 年超 30%。

随着老龄电梯占比上升+政策资金逐步倾斜，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2024-2030年

更新改造需求占电梯整梯需求的比重会由 11%逐步升高至 32%。 

 

图表12：电梯整机市场空间测算表 

年份 
全国电梯保有

量（万台） 

保有量增量

（万台） 

加增电梯

（万台） 

竣工电梯

（万台） 

更新量

（万台） 

国内需求

（万台） 

出口需求

（万台） 

合计需求

（万台） 

市场规模

（亿元） 

同比增

速 

2030E 1503 59.5 10.8 48.7 35.2 94.8 15.5 110.3 1599 6.3% 

2029E 1443 59.5 9.9 49.7 29.4 89.0 14.8 103.7 1504 5.6% 

2028E 1384 59.7 9.0 50.7 24.5 84.2 14.1 98.2 1425 6.8% 

2027E 1324 59.2 7.5 51.7 20.0 79.2 12.8 92.0 1334 3.7% 

2026E 1265 60.7 6.2 54.5 16.4 77.1 11.6 88.7 1286 -1.0% 

2025E 1204 65.7 5.2 60.5 13.3 79.0 10.6 89.6 1299 -6.6% 

2024E 1138 75.5 4.3 71.2 10.8 86.3 9.6 95.9 1391 -19.9% 

2023 1063 98.5 3.6 94.9 8.4 107.0 8.8 115.7 1736 -13.3% 

2022 965 119.8 3.0 116.8 6.3 126.0 7.5 133.5 2003  
 

资料来源：iFind，中国电梯行业协会，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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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保市场方面，第三方公司仍是主力，整梯厂加大自维保力度，逐步抢占市

场。通常，电梯整机厂会设置两年左右的质保期，超过两年后则每年收取一定费

用进行维保，但是实际中，在质保期结束后，物业公司与电梯原厂签订后续维保

合约的案例并非常见现象，大多数物业公司由于价格原因转而与第三方电梯维保

公司签订维保、修理合同。原厂维保具有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信誉度高等特

点，发达国家的原厂维保率比较高，其中美国高达 80%，但在中国，电梯原厂维

保率仅占 30%，且主要集中于海外品牌。目前，整梯厂正在逐步加大自维保的推

进力度，措施包括适当降价抢占市场、新梯给予一定让利的同时签订长期的维保

合同等，我们认为随着电梯整机厂发力后市场，中国原厂维保率有望持续提升，

向发达国家靠拢。 

整梯厂维保市场有望随保有量增长+自维保比例增加逐步向上，预计 2030年

达 277 亿元市场，十年复合增速达 14%。根据以下假设，进行整梯厂维保市场空

间测算： 

⑴ 假定质保期为两年，当年维保市场对应的电梯数量按照两年前的电梯保

有量进行测算； 

⑵ 单梯平均年保养费用按 4000元计算； 

⑶ 2020年整梯厂自维保比例为 30%，每年提升 2pct，2030年自维保比例达

50%； 

根据测算结果，2024-2030年，我国电梯维保市场规模分别为 386、425、455、

482、506、530、553 亿元，其中，整梯厂维保市场规模分别为 147、170、191、

212、233、254、277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21%、16%、12%、11%、10%、9%、9%。 

 

图表13：电梯维保市场空间测算表 

年份 
全国电梯保有

量（万台） 

维保市场电梯

数量（万台） 

维保费用（万

元/年） 

维保市场规模

（亿元） 

自维保比

例 

整梯厂维保市场

（亿元） 
同比增速 

2030E 1502.8 1384 0.4 553 50% 277 9% 

2029E 1443.3 1324 0.4 530 48% 254 9% 

2028E 1383.7 1265 0.4 506 46% 233 10% 

2027E 1324.1 1204 0.4 482 44% 212 11% 

2026E 1264.9 1138 0.4 455 42% 191 12% 

2025E 1204.2 1063 0.4 425 40% 170 16% 

2024E 1138.5 964 0.4 386 38% 147 21% 

2023 1063.0 845 0.4 338 36% 122 12% 

2022 964.5 800 0.4 320 34% 109 20% 
 

资料来源：iFind，中国电梯行业协会，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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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竞争格局持续优化，估值有望向海外龙头逐步靠拢 

目前，国内电梯市场处于外资品牌与民族品牌相互竞争的格局。外资品牌在

我国成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凭借其成熟技术和品牌效应等优势，占据了我国电梯

市场约 65%的份额；国内电梯品牌约占 35%的市场份额，优秀民族电梯企业的生

产条件和产品质量已经接近外资品牌电梯企业，产品已挤入机场、铁路、五星级

酒店等高端市场。 

国内电梯市场内外资品牌的二元竞争格局将长期持续，但中小企业的逐步出

清有望带来竞争格局的优化。一方面，我国电梯市场规范程度提升、竞争态势加

剧、行业整合加快，国内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品牌、研发、营销、维保等可持续发

展能力不足，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会陆续退出中高端市场，市场集中度将大幅提

升。另一方面，随着本土优秀民族品牌电梯企业的制造能力、产品质量及服务水

平、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综合竞争实力逐步增强，市场占有率会逐步提高。长

远来看，拥有自主品牌、具有一定市场地位的民族电梯制造企业将会得到更好的

发展，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高。 

 

图表14：我国各品牌电梯所占市场份额情况 

 

资料来源：森赫股份招股说明书，《中国电梯行业商务年鉴 2019-2020》，中邮证

券研究所 

 

国内企业收入、利润体量距离海外龙头企业仍有较大的差距。2023年，奥的

斯、迅达电梯、通力电梯、上海机电、广日股份、康力电梯收入分别为 1009、968、

861、223、74、50亿元，利润分别为 106、73、73、10、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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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国内外知名电梯上市公司营收对比（亿元，

人民币） 

图表16：国内外知名电梯上市公司利润对比（亿元，人民

币） 

 
 

资料来源：Wind，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随着新梯市场见底+后市场逐步发力，国内龙头企业估值有望向海外龙头逐

步靠拢。以海外龙头奥的斯为例，其估值水平（PE-TTM）常年维持在 20-30倍的

区间，远高于国内整梯厂，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为奥的斯的新设备销售收入占比

不高，且整体呈下降趋势，截至 2023年已经下降到 41%，这意味着奥的斯后市场

占比接近 6成，后市场相较于新设备市场，其需求更为稳健，受下游地产、基建

资本开支影响较小，且更偏向于轻资产运营，自由现金流要优于设备类业务，常

年通过回购+分红的形式回馈投资者，因此给更高的估值是非常合理的。展望国

内整梯厂，后续随着新梯市场见底+维保业务的持续发力，商业模式与自由现金

流有望持续向好，估值亦有望向海外龙头企业逐步靠拢。 

 

图表17：奥的斯新设备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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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除 2020 年初疫情影响外，奥的斯估值（PE-TTM）常年维持在 20-30 倍的区间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1.5 相关上市公司 

图表19：电梯行业相关上市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 公司介绍 

上海机电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是电梯制造、冷冻空调设备制造、印刷包装机械制造、液压产品制造、
焊接器材制造、人造板机械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及电机制造等。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电梯、印刷包装
机械、焊接器材、液压机械等。公司不仅拥有“上海三菱”这一著名电梯品牌,而且与有着“世界空
调之父”之称的美国开利公司共同组建、经营其在华企业,形成了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带动了公司
其它领域的共同发展,形成了机电一体化产业板块,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广日股份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业务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安装、维修及保养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等设备，设计和生产电梯电气零部件及相关电气产品、电梯导轨以及相关零配件，并提
供物流配送等完整电梯产业链服务。主要产品是电梯整机及零部件业务、智慧楼宇、智慧园区数字
化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智能停车设备业务、智慧照明业务。 

康力电梯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的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和维保。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公司是
中国电梯业首家上市企业，历年来获得过包括“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全国建设机械与电梯行业
质量金奖”、“政府采购优秀供应商”、“江苏省质量奖”、连续七年跻身“全球十大电梯制造商
TOP10”等众多荣誉。 

同力日升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梯部件及电梯金属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的主要产品包括扶梯部件、直梯部件和电梯金属材料等。 

沪宁股份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包括电梯安全部件在内的各类电梯重要部件和部件
系统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大类有安全钳、限速器、缓冲器、夹绳器、滚轮导靴。 

远大智能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客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配套件的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和维保业务。 

展鹏科技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梯门系统、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 

森赫股份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并提供相关
安装和调试服务，以及电梯维修保养、配件销售、更新改造等后市场服务。 

快意电梯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产品
的安装、改造和维保服务。 

梅轮电梯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客梯、货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配套件的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和维保业务。 

华菱精工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类、风电类等配件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对重块、钣金件、电梯补偿缆、干燥设备、玻璃钢防护网。 

通用电梯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保业务。 

资料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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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提示 

竣工端下行超预期风险、竞争格局恶化风险、加装/更新/维保业务开拓不及

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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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标准 类型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相
对市场表现，即报告发布日后
的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
业指数、可转债价格）的涨跌
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基准
指数的涨跌幅。 
市场基准指数的选取：A 股市
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
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为基准；
可转债市场以中信标普可转债
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
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
准。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与 20%之间 

中性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与 10%之间 

回避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下 

可转债 

评级 

推荐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与 10%之间 

中性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与 5%之间 

回避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以下 

分析师声明 

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承诺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无利害关系。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我们认为可靠的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并通过独立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独立、客观、公

平，报告结论不受本公司其他部门和人员以及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基金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特定客户等

利益相关方的干涉和影响，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具备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资格。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或者我们认为可靠的资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报告内容

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中邮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导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中邮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

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中邮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者计划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报告仅供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使

用，若您非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接收、订阅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阅读或关注本报告中的内容而视其为专业投资者。 

本报告版权归中邮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存在对本报告以任何形式进行翻版、修改、节选、

复制、发布，或对本报告进行改编、汇编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亦不得存在其他有损中邮证券商业性权益的任何

情形。如经中邮证券授权后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中邮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

或修改。 

中邮证券对于本申明具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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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2 年 9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注册资本 50.6 亿元人民币。中邮

证券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绝对控股的证券类金融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证券承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此外，公司还具有：证券经

纪人业务资格；企业债券主承销资格；沪港通；深港通；利率互换；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做市、推荐业务资格等业务资格。 

公司目前已经在北京、陕西、深圳、山东、江苏、四川、江西、湖北、湖南、福建、辽宁、吉林、黑龙江、

广东、浙江、贵州、新疆、河南、山西、上海、云南、内蒙古、重庆、天津、河北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全国多家

分支机构正在建设中。 

中邮证券紧紧依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雄厚的实力，坚持诚信经营，践行普惠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全方

位专业化的证券投、融资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价值增长，努力成为客户认同、社会尊重、股东满意、员工自豪的

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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