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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资提示： 

 装备升级推动模式改革，水下攻防体系拉开序幕。随着水下武器装备发展以及技术革新，

其隐身能力及活动范围进一步增大，出于海战反隐及防御拒止等需求，系统化建设将成为

未来海战发展的一大趋势，整体作战模式将进一步升级。其中，水下攻防体系建设步入加

速期，其综合多武器及装备平台，具备侦察预警、指挥控制、隐蔽突防和打击、水下防御

作战、水下信息作战、综合保障六方面能力，实战战略意义重大，因而带动各国相关水下

装备建设加速。 

 超大型潜航器察打一体，智能化海战时代来临。水下无人装备逐渐成为世界军事装备研发

热点，在科研考察、民用作业、军事探测与攻防等方面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在军事领域

里，典型的水下无人装备主要有无人水下潜航器（UUV）和无人水下预警装置，已成为

未来水下攻防对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海军高度重视无人潜航器的研发与应用，大型

无人潜航器是其当前重点发展方向，且已配备“虎鲸”、“曼塔”等多型号，在未来水下

监视、扫雷和电子战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引领未来海战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核潜艇补齐进攻端火力，深潜器拓展系统纵深。核潜艇能够有效提升舰队水下整体火力，

因而美军对进攻、巡航导弹等类型核潜艇需求进一步增加，并提出 30 年造舰计划，舰队

核潜艇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未来五年建设总资金

投入超八百亿美元。此外载人深潜器充分拓展水下攻防领域纵深，将作战由浅水转入深

海，增强了战时信息获取能力。我国载人潜航器在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大力发展。“蛟

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国产深潜器在海底探查任务方面应用广泛。 

 机动固基协同作战，海陆空天立体防御网络建设加速。随着水下潜艇及其他武器的威胁不

断加大，需建立实时监控网络补全水下防御网络。水下监听系统是攻防体系的“守门

员”，位于体系边界搜集声学信息，实时监控过往船只。通常由水下声呐阵列、岸基分析

处理组件以及通信电缆等组成，传感器网、信息网、作战网三网合一，从而实现大范围、

长时间、多数据扫描处理目标信息的能力。伴随着机动装备节点设置以及磁学、光学等信

息融合，未来监听系统将向多节点机动补全以及多元数据融合方向发展。 

 水下装备产业链多板块协作分工，多环节具有亮点。产业链主要由原材料供应、系统配套

以及总装三环节构成。原材料供应商位于产业链上游，为了适配水下装备武器高强度、抗

腐蚀等发展需求，未来钛材、光纤等高端材料需求进一步增加。系统配套方面多板块协作

分工，主要围绕动力、水声通信、电子以及武器装备等，市场空间广阔；下游总装单位主

要为中船系企业、高校以及相关科研院所，三类产品分工明确，整体发展有序推进。 

 看好水下装备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建议重点关注产业链各环节核心企业：随着水下武器装

备发展带动整体作战模式升级，水下攻防体系建设步入加速期，预计我国一下装备产业链

将迈入高景气周期。考虑行业发展处于“0-1”的快速发展期，且我国海岸线绵长，装备

配套需求大，我们建议重点关注高价值占比产品以及行业技术壁垒较高的核心配套企业。

推荐原材料/锻造领域的西部材料、三角防务；系统配套领域的中国海防、中科星图；总

装领域的中国船舶等。 

 风险提示：水下装备建设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军品增值税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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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案件 

 结论和投资分析意见 
 看好水下装备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建议重点关注产业链各环节核心企业。随着水

下武器装备发展带动整体作战模式升级，水下攻防体系建设步入加速期，预计我国一

下装备产业链将迈入高景气周期。考虑行业发展处于“0-1”的快速发展期，且我国海

岸线绵长，装备配套需求大，我们建议重点关注高价值占比产品以及行业技术壁垒较

高的核心配套企业。推荐原材料/锻造领域的西部材料、三角防务；系统配套领域的中

国海防、中科星图；总装领域的中国船舶等。 

 原因及逻辑 
 水下装备性能提升，反隐拒止需求带动作战模式变革，信息化水下攻防体系建设

拉开序幕。目前伴随相关技术提升，水下装备的活动范围、反隐能力等性能提升，各

武器平台间需紧密联系，建立立体化、信息多元化的广域水下攻防体系，以适配现代

海战需求。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大水下装备研发投资，在无人装备、载人装备以及监

听系统三大板块产品技术领先。我国基于国防基建与军事力量升级等需求，预计十四

五至十五五期间将加速推进水下装备建设。 

水下三大板块装备攻防两端兼备，具备重要战略意义，发展具有确定性。机动装

备方面，目前无人潜航器逐渐向大型化、集群化、高机动性方向发展，可执行多类任

务，具备察打一体能力，有效提升海军军事覆盖及信息获取范围，是海上装备智能化

的最新成果之一；载人潜航器方面，核潜艇能够有效提升舰队水下整体火力，美军提

出 30 年造舰计划，舰队核潜艇需求量进一步增大，此外载人深潜器充分拓展水下攻

防领域纵深，将作战由浅水转入深海，增强了战时信息获取能力；监听系统方面，美

国从冷战至今已布置了多个水下监听系统，范围覆盖多海域，我国海岸线绵长，监听

防御网络建设有序推进，未来仍将进一步发展。 

水下装备产业链多板块协作分工，多环节具有亮点。产业链主要由原材料供应、

系统配套以及总装三环节构成。原材料供应商位于产业链上游，为了适配水下装备武

器高强度、抗腐蚀等发展需求，未来钛材、光纤等高端材料需求进一步增加。系统配

套方面多板块协作分工，主要围绕动力、水声通信、电子以及武器装备等，市场空间

广阔；下游总装单位主要为中船系企业、高校以及相关科研院所，三类产品分工明

确，整体发展有序推进。 

 有别于大众的认识 

 水下装备建设过去市场关注度较低，市场对于我国水下攻防体系建设及订单落地

预期存在一定担忧。我们分析认为：1）现代化水下攻防体系整体变革带动了水下装备

建设加速，美国持续加大水下装备投资，我国基于军事力量补强等考虑，水下装备发

展具有确定性； 2）目前行业处于由“0-1”的快速发展期，参考美军“虎鲸”号无人

潜航器，在研发试验完成后订单随后落地，随着我国相关产品定型量产，市场空间进

一步增大，叠加系统配套相关标的较少，水下装备厂商有望充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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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备升级推动模式变革，水下攻防体系拉开序幕 

装备技术提升推动水下作战模式改变，未来海战对抗将向体系化发展。当前，发达国

家凭借其水下装备优异的隐蔽性能，使其免于其他国家反介入/区域拒止的限制，伴随着

探测技术的不断提升，未来单纯依赖武器或平台对抗模式的水下体系将逐步丧失优势，水

下装备需要变革以适应新的体系化样式。因此，水下无人装备蓬勃发展以及水下装备基础

技术的不断突破推动了水下作战模式的转变。同时，作战空间增大叠加信息化发展，使得

未来战争形态趋向多样化，为了综合多平台信息资源，海战将由平台对抗走向体系对抗，

未来的作战样式将呈现“信息主导，体系对抗，资源共享”的新格局。 

图 1：电池系统发展推动潜水器作业深度增加，加大水下作战纵深空间 

 

资料来源：《水下观测和探测装备能源供给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申万宏源研究 

 

水下攻防体系跨域整合武器平台，多要素保障作战功能齐全。作为现代综合海战的范

例，水下攻防体系是指为了完成水下军事任务要求，进行跨域作战单元的统一部署，综合

运用探测、指控、打击、保障等作战要素，形成执行水下攻防作战任务的有机整体。由功

能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性能上相互补充的各种武器装备系统组成，既是动态、开放的

复杂网络，又是水下战场探测感知、信息传递、指挥控制、决策交战、综合评估等全过程

相关的作战资源有序集合。 

图 2：水下攻防体系跨域整合多个武器平台  图 3：美国 DARPA 水下作战体系功能齐全 

 

 

 

资料来源：《水下攻防对抗体系及其未来发展》、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水下攻防对抗体系及其未来发展》、申万宏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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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水下攻防流程共分为三步，整体体系需具备六方面能力。水下攻防对抗的基本过程可

分为三部分：1）识别跟踪：攻击方发现并识别防御方，跟踪并确定目标信息，并将数据

传递至指挥中心；2）指挥打击/拒止：根据上级指挥所指示或预设的攻击策略实施攻击；

防御方在发现攻击方或声纳报警后实施防御；3）持续保障作战：双方相关攻防回合持续

进行，信息作战以及后勤保障贯穿其过程，直至攻击方失去攻击能力，如弹药用尽，作战

平台被击沉，或防御方系统被破坏等。以上三步对水下攻防整体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

作战体系需同时具备侦察预警、指挥控制、隐蔽突防和打击、水下防御作战、水下信息作

战、综合保障六方面能力，同时上述能力也是衡量整体系统核心战力的重要依据。 

表 1：水下攻防体系需具备六方面能力 

功能 详细要求 

侦察预警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各种固定和机动侦察预警手段，发现、跟踪、识别和报知水下威胁目

标，及时准确地提供水下目标情报信息 

指挥控制能力 
需建成多手段并用、节点联接紧密、信息传输快捷、辅助决策高效、覆盖范围广泛的

指挥网络与控制系统 

隐蔽突防和打击能力 
通过提高水下平台的综合隐身性能，使先进水下兵器能够对敌方的航母编队、港口基

地等重要目标构成有效威胁 

水下防御作战能力 运用多种反潜、反水雷、反水下特种作战手段及时可靠地消除水下威胁 

水下信息作战能力 
对敌方的潜艇和水中兵器实施信息对抗，干扰、欺骗、压制、摧毁敌方的水下警戒系

统和水下网络信息系统 

综合保障能力 
实现对全球重要海域的全时环境测量监测，导航定位精度和水下目标特性数据满足水

下长时间航行和武器使用要求，具备深远海援潜救生能力 

资料来源：《水下攻防对抗体系及其未来发展》、申万宏源研究 

 

为满足以上能力，水下攻防体系需包含多类水下装备，总体可分为机动装备、固定装

备和基础设施三部分。针对水下攻防对抗过程所需能力以及各类水下装备的功能，体系需

囊括多类武器平台。1）机动装备：主要可分为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两类，是目前各国水

下装备发展的核心板块，其主要用于情报侦察、目标监视跟踪、移动式火力打击等；2）

固定装备：主要指水下预置武器系统，一般提前布置于关键海区，长期待机，战时唤醒，

用作系统防御，对敌方舰艇进行导弹或鱼雷打击；3）基础设施：通过水下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建立战略要地的长期固定水下警戒网络，提供水域环境信息，并为机动装备提供定位

支持以及能源保障。 

图 4：水下攻防对抗体系的装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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