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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定义 

    1.1 行业概述 

    液压及元件制造业是指专业从事液压设备及其相关零部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

行业。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冶金矿山等多个领域，

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基础部件之一。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技术水平的不

断提高，液压及元件制造业呈现出以下特点： 

    市场规模：截至 2022 年底，全球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约

450 亿美元，预计到 2027 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至 580 亿美元左右，复合年

增长率约为 5%。 

    应用领域：工程机械领域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约为 35%，汽车制造和航空航天

领域，分别占比 25%和 18%。 

    技术创新：随着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液压系统

的智能化程度显著提高，有效提升了设备的性能和效率。 

    地区分布：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在全球液压及元件制造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份额超过 40%；北美和欧洲紧随其后，分别占 25%和 20%。 

    1.2 主要产品分类 

    液压及元件制造业主要涉及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液压泵：作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2022 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 120 亿美

元，预计到 2027年将达到 160亿美元。 

    液压缸：用于实现直线运动或摆动运动，2022 年的全球销售额约为 90 亿美元，

预计到 2027年将达到 120亿美元。 

    液压阀：控制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和方向，2022 年全球市场规模约为 100

亿美元，预计到 2027 年将达到 130亿美元。 

    其他配件：如蓄能器、过滤器等，合计市场份额约为 140 亿美元，预计到

2027年将达到 170亿美元。 

    1.3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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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节能：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开发低能耗、高效率的液压产品

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智能制造：借助数字化工具和自动化生产线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

产成本。 

    服务化转型：从单纯的产品销售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转变，增强客户粘

性和市场竞争力。 

    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通过以上概述液压及元件制造业在全球

范围内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该行业正

逐步向着更加高效、智能和环保的方向发展。 

第二章、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发展现状 

    一、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 

    市场规模：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约

4,500亿元人民币，相较于 2021年的 4,200亿元，实现了 7.1%的增长率。 

    增长趋势：预计到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 5,000 亿元左右，期间

复合年增长率（CAGR）约为 5.6%。 

    二、行业竞争格局 

    主要企业：目前市场上领先的几家企业包括上海电气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江苏

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海康威视主要

业务不在液压领域，但其子公司涉足该行业）。这些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

服务质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市场份额：以上述三家公司为代表的头部企业合计占据了市场约 30%的份额，

显示出行业集中度较高。 

    三、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行业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平均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

例从 2020 年的 4%提升至 2022年的 5.2%。 

    专利申请：2022 年，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新增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1,500



北京博研智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市场情况研究及竞争格局分析报告 

第 5 页/共21页  

项，同比增长了 12%，显示出行业技术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四、进出口情况 

    出口额：2022 年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产品的出口总额达到 180 亿美元，较

2021年增长 9.5%。 

    进口额：同期进口总额为 150亿美元，同比增长 7.8%。 

    贸易顺差：由此计算得出，2022 年贸易顺差为 30 亿美元，表明中国在该领域

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五、政策环境与行业支持 

    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液压及元件制造业的发展，如

《中国制造 2025》中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其中包括液压元件在

内的关键零部件和技术。 

    资金扶持：政府还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六、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分析 

    工程机械：作为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之一，2022 年工程机械行业对液压及元

件的需求量占总需求的 40%左右。 

    汽车制造：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汽车行业对高性能液压元件的需

求也日益增长，占比达到 25%。 

    航空航天：航空航天领域对高质量、高可靠性的液压系统有着严格要求，2022

年该领域需求占比约为 10%。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业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创新活

跃，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第三章、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概述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的产业链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整机装

配、销售与服务四个主要环节。原材料供应商提供金属材料、密封件等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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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生产商负责生产液压泵、液压缸、阀类等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商则将这些部

件组装成完整的液压系统或设备；最后通过销售渠道将产品送达最终用户手中，并

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二、上游原材料市场分析 

    金属材料：作为液压元件的主要原材料之一，2022 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 10.3

亿吨，同比增长 0.9%，为液压元件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保障。 

    密封件及其他配件：2022 年，中国密封件市场规模约为 500 亿元人民币，年

均增长率达到 4.5%。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增加，高性能密封件的需求持续上

升。 

    三、中游零部件生产分析 

    液压泵：2022 年，中国液压泵市场规模达到 28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2%。

齿轮泵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约 40%；叶片泵和柱塞泵分别占 25%和 35%。 

    液压缸：同期内，液压缸市场规模达到 22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8%。工

程机械领域是液压缸最大的应用市场，占比超过 30%。 

    阀类：2022 年，中国液压阀市场规模达到 18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5%。

比例阀和伺服阀因其高精度控制特性，在高端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下游整机装配与应用市场分析 

    工程机械：作为液压元件的最大应用领域，2022 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规模达

到 7,5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挖掘机、装载机等重型机械对于高性能液

压系统的依赖度极高。 

    农业机械：2022 年，中国农业机械市场规模达到 1,2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3.5%。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对于高效、节能型液压系统的市场需求日益

增长。 

    汽车制造：2022 年，中国汽车制造业总产值达到 8,5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5.2%。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对于轻量化、智能化液压元件的需求。 

    五、销售渠道与服务网络 

    直销与分销渠道：大多数液压元件制造商采用直销与分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

售。2022 年，直销渠道销售额占比约 60%，分销渠道占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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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后服务网络：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并增强品牌竞争力，许多制造商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共有超过 1,500 个授权服

务中心，覆盖所有省份和地区。 

    六、总结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从上游原材料供应到下游应

用市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随着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未来该

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并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第四章、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行业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 

    市场规模：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约

4,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8%。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等行

业需求的持续增加。 

    增长趋势：预计到 2027 年，该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6,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

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5%。增长动力来源于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应用领域

拓展。 

    二、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分析 

    工程机械：作为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之一，2022 年工程机械领域对液压元件

的需求量占总需求的 35%，预计未来五年内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汽车制造：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汽车制造业对高性能液压元件的

需求逐年上升，2022 年占比达 20%，预计到 2027 年将增长至 25%。 

    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机械领域对液压元件的需求，

2022年占比约为 15%，预计未来几年将以每年 6%的速度增长。 

    三、区域市场需求分布 

    华东地区：作为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的核心区域，2022 年华东地区的市

场需求占比高达 40%，主要受益于该地区发达的制造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 

    华南地区：凭借其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华南地区 2022 年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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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25%，尤其是在高端液压元件方面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华北地区：依托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华北地区 2022 年的市场份额为 15%，未

来有望进一步扩大其在重型机械和能源设备领域的市场份额。 

    四、市场竞争格局 

    行业集中度：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呈现出较高的集中度，前五大企业的市

场份额合计超过 40%。上海液压件厂有限公司、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在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进口替代趋势：随着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进口替代进程加速，预计未来

五年内国产化率将从当前的 60%提高至 70%以上。 

    五、影响因素分析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无锡博世力士乐液压有限

公司等企业在智能化、轻量化方面取得突破，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政策支持：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扶持也是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的发展，这将为液压及元件

制造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六、总结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市场需求持续增长。随着技术

进步和政策支持的不断加强，预计未来几年内该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于投资者而言，关注下游应用领域的变化趋势以及领先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将是

把握市场机遇的关键。 

第五章、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一、行业集中度分析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的竞争格局呈现出较高的集中度特征。截至 2022 年

底，前五大企业市场份额合计达到 45.6%，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研

发能力和广泛的市场布局，占据了 17.8%的市场份额；上海电气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紧随其后，市场份额为 10.9%；浙江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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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占有 7.5%、6.6%和 2.8%的市场份额。 

    二、主要企业竞争力评价 

    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实力：拥有国家级研发中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6.2%。 

    产品线覆盖：涵盖了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阀等全系列液压元件产品。 

    客户群体：服务于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冶金设备等多个领域，国内外客户超

过 500家。 

    上海电气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创新：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套大型液压系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市场拓展：近年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 15%以上。 

    品牌影响力：在国内市场享有较高知名度，品牌价值连续五年位列行业前三。 

    浙江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本控制：通过精益生产管理，有效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成本优势明显。 

    服务网络：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缩短至 24 小时内。 

    市场定位：专注于中高端市场，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在细分市场占有率领先。 

    三、新兴企业与创新力量 

    随着智能制造和工业 4.0的发展，一批新兴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例如，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液压控制系统，成

功打入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场，市场份额迅速提升至 1.5%。苏州新海星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凭借其在精密液压元件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也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市场

份额达到了 0.8%。 

    四、行业发展趋势与挑战 

    技术升级：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对高性能、高精度液压元件的需求将

持续增加。 

    环保要求：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要求日益严格，推动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和技术改

造力度。 

    国际竞争：面对国际品牌的激烈竞争，本土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加强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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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不仅

需要持续强化技术研发能力，还需关注市场需求变化，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应

对未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第六章、中国液压及元件制造行业 SWOT 分析（优势、劣势、

机会、威胁） 

    一、优势（Strengths） 

    1. 产业链完整：中国拥有从原材料供应到成品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能够有效

控制成本并保证产品质量。例如，2021 年，中国液压元件行业的总产值达到 25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 

    2. 市场规模庞大：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升级需求的增长，中国液压及

元件市场持续扩大。预计到 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

长率约为 6%。 

    3.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加大，多项关键技术取得

突破。如某国内领先企业自主研发的高压柱塞泵，最高工作压力可达 42MPa，性能

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4. 政策支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例如，《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其中包

括液压及元件产业。 

    二、劣势（Weaknesses） 

    1. 核心技术依赖进口：虽然国内企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在核心零部

件和技术方面仍依赖进口。2021 年中国液压元件进口额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占

总销售额的 4%左右。 

    2. 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上存在大量相似产品，缺乏差异化竞争，导致价格

战频发。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2021 年国内液压元件平均利润率仅

为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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