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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行业概览—多因素助
力，应用占比仍有提升空间

 （摘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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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数控机床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中国金属切削机床
数控化率由2011年的29.9%提升至目前的44.9%左右，数控刀具消费规模仍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同时，国内刀具企业通过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刀具性
能的同时，将单一刀具销售模式转变为像下游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切削加工解决方案。
国产刀具向高端市场延伸，刀具在机床中消费占比也不断提升，同时凭借产品性价
比优势，逐步实现对高端进口刀具产品的替代，加速了数控刀具的国产化。

中国刀具未来的成长空间来自哪些方面？01

➢ 分析第三、第四、第五届刀具用户调查报告，中国刀具下游加工材料占比结构有较

明显改变，耐热钢/钛合金、铝（镁）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加工占比显著提升，

占比分别由2014年的21%、18%、2%提升至24.6%、19.4%和13%，传统的整体合金刀具

用于钛合金加工、铝材加工、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工时存在寿命短、加工效果不稳定、

刀具易磨损的问题，涂层硬质合金刀具以及超硬刀具在这类材料加工更具优势。同

时相较于超硬刀具，硬质合金刀具售价更便宜，通常仅为超硬刀具的十分之一或几

十分之一，因此硬质合金刀具更具普适性。

相较其他材料刀具，硬质合金刀具有哪些优势？02

➢ 2022年中国国产刀具产销总规模（内销加出口）从2021年的564亿人民币增长到

2022年的570亿人民币，其中硬质合金刀具占比为63.08%，从测算结果看，中国国产

硬质合金刀具市场较为分散，代表的8家上市公司市占率为22.1%。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竞争格局？03

硬质合金被广泛用作刀具材料，如车刀、铣刀、刨刀、

钻头、镗刀等，用于切削铸铁、有色金属、塑料、化纤、

石墨、玻璃、石材和普通钢材，以及耐热钢、不锈钢、

高锰钢、工具钢等难加工的材料。随着刀具下游切削材

料结构的变化以及机床数控化率的提升，硬质合金刀具

下游应用占比上升趋势明显，根据第五届刀具用户调查

报告，中国硬质合金刀具下游应用占比已经达到63.1%。

近年来，硬质合金刀具企业通过对硬质合金刀具优化涂

层技术、改良刀具基体材料等方式不断提升硬质合金刀

具的硬度和性能，在难加工材料的加工精度上已有很好

的改善，未来硬质合金刀具下游应用占比依旧有较大提

升空间。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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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硬质合金工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周永贵、中钨在线新闻网、
头豹研究院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行业综述（2/3）
中国硬质合金工业起步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晚大约20年，后通过不断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及自有研发，
中国已成为最大硬质合金刀具生产消费国

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

行业萌芽期（全球、中国）

◼ 为进一步提升金属切削速度，

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用三氧化

钨和糖高温加热制取得到碳化

钨，但因其脆性大，易开裂和

韧性低等问题未能得到工业应

用。

◼ 20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Karl 

Schroter提出用粉末冶金方式

将碳化钨与少量铁族金属（铁、

镍、钴）混合，再在1300°C温

度下于氢气烧结成硬质合金的

专利。

中国硬质合金工业起步晚于欧美国

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工业

基础薄弱，硬质合金工业处于雏形

阶段，没有一家规模生产企业。

1958-1980年

发展壮大期（中国）

◼ 中国硬质合金工业崛起重

要时期，中国完成了硬质

合金工业企业的建设，形

成了区域分布合理（从广

东至黑龙江、从上海到陕

西四川一线均有硬质合金

生产企业）、产量和品种

能满足国内各经济领域的

需求的较为完整工业体系。

技改期（中国）

◼ 建成了与1958年投产的株

洲硬质合金厂和1970年投

产的自贡硬质合金厂。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发展历程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

有硬质合金生产企业27家，年

产能达4,400吨，硬质合金牌号

40-50个，规格型号2万多个。

1980-1990年

◼ 改革开放后，中国硬质合金

工业的众多厂商发现与国外

同行存在极大差距，纷纷从

国外引进生产线。20世纪80

年代初，中国有11家企业成

套或部分方式引进国外工艺

技术和装备（主要是瑞典、

瑞士、美国、日本、德国），

费用达10多亿美元、共引进

设备和仪器约1,000台/套。

◼ 通过引进改造，中国主要硬质

合金生产企业，如株硬、自硬、

南硬等企业工艺技术和装备水

平得以大幅度提升。

到了1989年，全国共有硬质合金

企业40多家，产能近5,000吨，已

能生产可转位刀片和涂层刀片，

深加工产品比重增至3.8%。

◼ 这一阶段中国市场经济日

趋成熟与繁荣，硬质合金

工业进入崭新阶段，主要

体现在国企龙头地位更突

出（株硬和自硬主导市

场），国外企业进入中国，

民营企业不断涌现。

◼ 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技术

与装备被逐渐消化和吸收，

硬质合金产品产能攀升、

性能与品质进一步改善，

外资和合作企业纷纷涌现，

如廊坊山德维克厂、浦东

肯纳厂、无锡瓦尔特、天

津三菱等。

繁荣期（中国）

1990-2000年

该阶段中国民企大多以废合金

回收处理（有的甚至直接将非

顶锤切割成切削刀片）、半成

品加工为主，品种单一、多为

低档和异形品。

国产刀具向中高端市场延伸，国产替

代加速，部分企业已能提供个性化的

切削加工解决方案，同时凭借更高的

性价比，刀具市场国产化进程加速。

◼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正式加入

WTO，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行

业竞争，有实力的企业加大对

高技术与附加值产品的技改和

扩产，如株硬钻石数控刀片与

工具生产线、自硬公司混合料

生产线、厦钨合金生产线等。

◼ 目前中国硬质合金刀具高端市

场依旧由欧美、日韩刀具企业

主宰，但刀具国有化率、金属

切削机床数控化率已有大幅度

提升，分别达78%及44%左右。

◼ 这一期间中国硬质合金刀具下

游应用占比不断提升，应用占

比由2010年的35%左右增至63%。

战略重组与竞争期（中国）

201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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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各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产业链图谱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产业链图谱

上游 中游 下游应用

毛砂/钨精矿
机动车

通用器械

机床工具

工程机械

航天航空

中国超硬刀具下游客户结构，2022年

单位：【%】

硬质合金刀具生产成本占比

单位：【%】

中国国产硬质合金刀具市占率，2022年

单位：【%】

新能源汽车

中国刀具下游应用领域中，来自传统汽

车 /摩托车的代表占比依旧最大，为

20.8%，通用机械行业代表占比14.1%，

机床工具行业占比12.4%，航空航天领

域代表占比有较大提升，为9.9%，新能

源汽车领域代表占比6.6%，此外还有来

自模具、轨道交通、医疗器械、农业机

械、发电设备及3C领域代表，共计占

比35%左右，这些行业是刀具的使用大

户。

冶炼厂

APT/氧化钨

碳化钨粉

传统汽

车、摩托

车, 20.8%

通用机械, 

14.1%

机床工具, 

12.4%

工程机械, 

9.4%

航天航空, 

9.9%

新能源汽车, 6.6%

军工, 3.8%

其他, 3.8%

轨道交

通, 3.6%

发电设

备, 3.2%

农业机械, 

2.9%

医疗器械, 

2.1%

3C, 1.0%

硬质合金刀具上游包括碳化钨粉、钴粉、钽铌固溶体和锌熔料等基础原材料、碳化钨占成本比重最高；
中游为刀具涂层工艺及设备供应商，竞争较为分散，下游应用广阔，包括机动车、通用器械等

钴粉

钽铌固溶体 

锌熔料 

涂层工艺/设备供应商 硬质合金刀具企业

碳化钨

53.6%

钴粉, 10.2%

钽铌固溶体 , 4.9%

其他金属材料, 4.3%

辅助材料, 

27.0%

中钨高新, 9.2%

欧科亿, 2.9%

鼎泰高科, 2.9%

厦门钨业, 2.5%

华锐精密, 1.6%

新锐股份, 1.4%

梯玛工具, 0.3%

沃尔德, 0.1%

其他,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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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GS、WIND、头豹研究院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上游分析（2/3）
钨是一种稀有金属，因其硬度高、熔点高等特性被广泛用于通讯电子、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光电、军
工等领域。钨属于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中国钨资源十分丰富，约占世界储量的50%左右

碳化钨

中国

47.4%

俄罗斯, 10.5%越南, 2.6%
西班牙, 1.5%

朝鲜, 0.8%
奥地利, 0.3%

葡萄牙, 0.1%

其他国家,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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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钨是一种稀有金属，因其硬度高、熔点高等特性被广泛用于通讯电子、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光电、军工等领域。钨属于中国战

略性矿产资源，中国钨资源十分丰富，约占世界储量的50%左右（以钨金属量计算，与中国机构以65%三氧化钨在钨矿品位上存在

一定计算差异），产销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 近年来中国钨矿资源消耗过快问题凸显，2022年全球钨资源储量较2021年上涨2.7%，而中国钨资源储量下降了5.3%，为避免过度

采掘、确保钨资源的稳定和持续，中国从2002年起实施了钨矿开采配额制度，每年通过资源部和工信部公布两批开采指标。2022

年中国钨精矿（65%三氧化钨）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10.9万吨，较2021年同期上涨0.9%，2023年钨精矿开采指标为11.1万吨，较

2022年增长1.8%，近年来，钨精矿的总体控制指标变化不大。

❑ 硬质合金是钨资源最为重要的用途，欧洲钨的消费中硬质合金约为72%，日本约为66%，中国为54%，经济发展中对钨的需求逐渐

增加主要是体现在对硬质合金的需求量增加，近年来硬质合金刀具在整体刀具市场的占有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对硬质合金需求也

逐年增加，这也体现在了上游碳化钨粉的价格变化上，近三年碳化钨粉价格逐年上升。碳化钨占硬质合金生产成本比例高，硬质

合金企业毛利率受碳化钨价格波动大，价格持续走高的碳化钨将挤压刀具企业毛利空间。

全球钨矿储量占比，2022年

单位：【%】

全球钨矿储量变化，2021及2022年

单位：【万吨】

中国碳化钨价格走势，2021-2023年

单位：【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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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国际钴协会、中国有色网、寒锐钴业、头豹研究院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上游分析（3/3）
钴有众多的化化合物形态，包含金属制品、钴氧化物、钴氢氧化物和钴盐，不同的钴产品性质不同，应
用领域与方向不同，是制造高温合金、硬质合金、金刚石工具、磁性材料、电池材料的重要原料

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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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钴有众多的化化合物形态，包含金属制品、钴氧化物、钴氢氧化物和钴盐，不同的钴产品性质不同，应用领域与方向不同，是制造高温合金、硬质合金、金刚石

工具、磁性材料、电池材料的重要原料。钴的上游以钴矿采及其初冶炼为主，其中包含了铜钴矿、镍钴矿和其他钴矿，从中可以获得钴精矿、钴中间产品、其他

含钴产品，含钴废料也是钴来源之一。钴产业链中游为冶炼，其中包含各种钴粉、电解钴和钴化合物等；电动汽车和便携式电子产品是钴的主要应用用场景、高

温超级合金、硬质合金占钴下游应用比例在9%和5%左右，在合金领域，钴可以提升合金的耐磨性、高温强度、磁性、硬度等特征，同时可以添加在耐磨合金、超

级合金中，提升合金整体性能。

❑ 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中国钴资源匮乏，但却是钴消费大国，精炼技术领先，是精炼钴主要供应国。2022年全球钴供应量为19.8万吨，同比

增长21%（+3.4万吨），刚果是主要钴供应国，产量占全球73%，也是2022年钴供应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增量为2.4吨。中国是精炼钴（包括电解钴、钴粉、钴盐

等，折金属量的主要生产国，2022年全球精炼钴产量为16.5万吨，增幅为8%，中国产量占比约为76%，中国精炼钴产量增加了约1.2万吨，是全球主要增量贡献者。

❑ 2022年钴价波动大，下半年数码需求转弱、整体市场低迷等原因导致钴价大幅度下降。伴随着全球新能源市场终端重启，一季度欧美陆续出台对新能源车产业的

扶持、激励政策，全球钴需求增加，中国钴粉价格为保持较高价位，下半年随着数码需求转弱、整体经济低迷导致钴粉价大幅下降。2023年全球钴资源供应趋于

宽松，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放缓，钴价整体持续走弱。

全球钴供应量占比，2022年

单位：【%】

钴供应用占比，2022年

单位：【%】

全球精炼钴供应用情况，2021-2022年

单位：【万吨】
中国钴粉价格走势，2021-2023年

单位：【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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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各企业年报、头豹研究院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竞争格局
中钨高新、欧科亿、鼎泰高科、厦门钨业四家企业位于第一梯队，全产业链布局以及丰富的产品系列及
刀具个性化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是造成梯队形成的主要原因

中国硬质合金刀具竞争格局气泡图

❑ 梯队分布情况：2022年中钨高新硬质合金刀具营收为33.2亿元，市占

率为9.2%。欧科亿、鼎泰高科、厦门钨业硬质合金刀具营收分别为

10.5亿、10.3亿、9.1亿，市占率分别为2.9%、2.9%和2.5%，这四家企业

位于第一梯队；新锐股份、华锐精密位于第二梯队；沃尔德、锑玛工

具硬质合金刀具营收占比较小，位于第三梯队。

❑ 梯队形成原因：（1）全产业链布局，保证原材料供应与成本：厦门

钨业和中钨高新拥有较为全面钨产业链，同时是硬质合金刀具重要原

材料碳化钨的供应商，两家企业的硬质合金刀具业务有集团内自给原

材料的产业协同优势，原材料供应更为及时、稳定。（2）丰富的产

品系列及刀具个性化整体解决方案。刀具企业的服务能力随着其产品

品种及系列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增强。优秀的刀具企业，不仅要提供满

足通用加工的标准切削刀具，更要针对不同行业加工特点集成设计专

用切削刀具。第一梯队企业硬质合金刀具产品种类丰富，拥有刀具产

品数千款，且能面对复杂多变的应用场景和加工条件，为客户提供针

对性更强的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 未来梯队分布趋势：未来中国硬质合金刀具市场将会更加集中，对刀

具基体材料、涂层材料、刀具结构提出更高要求。随着高速、高效、

高精度的现代切削加工需求不断升级，开发与现代切削加工相适应的

刀具成为未来发展方向，这对于刀具基体材料、涂层材料、刀具结构

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伴随现代制造企业对高速、高效加工的不断

追求，传统供应标准刀具的方式将无法适应这种需求的转变，刀具企

业根据客户的加工成本、效率要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设计与服务的能

力变得尤为重要。
各企业硬质合金刀具业务营收统计口径：厦门钨业（切削工具营业收入，包含整体刀具、可转位刀片、超硬刀具等）、中钨高新（切削
刀具及工具）、华锐精密（车削刀片+铣削刀片+钻削刀片）、欧科亿（数控刀具产品+硬质合金制品）、沃尔德（硬质合金刀具）、新
锐股份（硬质合金工具如牙轮钻头、潜孔钻具、顶锤式冲击钎具为代表的凿 岩工具和数控刀片为代表的切削工具）、锑玛工具（总营收，
包括非标刀具+刀具数控+标准刀具）、鼎泰高科（钻针+铣刀+数控刀具+PCB特殊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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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持续跟踪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沉淀超过100万行业研究价值数据元素，完成超过1万个

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 头豹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内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

头豹各行业研究员积极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 头豹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论，采用自主研发算法，结合行业交叉大数据，通过多元化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根因，剖析定性

内容背后的逻辑，客观真实地阐述行业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 头豹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

更新与优化。

◆ 头豹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以战略发展的视角分析行业，从执行落地的层面阐述观点，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

报告。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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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

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

方授意或影响。

◆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基金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

构成任何广告或证券研究报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

◆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

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或文

章。头豹均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

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

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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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 头豹是中国领先的原创行企研究内容平台和新型企业服务提供商。围绕“协助企业加速资本价值的挖掘、提升、传播”这一核心目标，头豹打

造了一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报告库、募投、市场地位确认、二级市场数据引用、白皮书及词条报告等产品，以及其他以企业为

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增长咨询服务等

◆ 头豹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300+ 50万+
合作专家

20万+
注册机构用户

公司目标客户群体覆
盖率高，PE/VC、投

行覆盖率达80%

资深分析师

6,000+
细分行业
深入研究
原创内容

100万+
行企研究

价值数据元素

备注：数据截止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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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eadleo.com

业务合作

会员账号
阅读全部原创报告和百万数据

定制报告/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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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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