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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受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刀具市场规模增速有望高于全球 2020

年全球金属切削工具市场规模约为 237 亿美元，预计在 2020 至 2027 年

间保持 4.8%CAGR 增长，并在 2027 年达到 329.5 亿美元。 

2019 年中国刀具市场消费总额约为 393 亿人民币元，2005 至 2019

年 CAGR7.80%。发达国家数控刀具与数控机床协调发展，刀具消费占机

床消费比例近 50%，而中国市场 2019 年占比仅 25%，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成本上的竞争力，向通过改进加

工手段提高生产效率转变，未来机床数控化率有望持续提升，刀具作为机

床“牙齿”有望与数控机床协调发展，带来刀具消费占比上升。假设在

2030 年中国刀具消费占比达到 37%，同时中国机床消费额以 1.5%CAGR

增长，根据我们估算，中国刀具消费市场规模有望在 2030 年达到 631 亿

人民币元，在 2020 至 2030 年间保持 5%CAGR 增长，高于全球市场规模

增速。 

国际集团领跑国内高端刀具市场，进口替代空间巨大中国刀具为全球

化市场，高端刀具领域基本上为国际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山特维克、肯

纳金属、三菱材料等企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全球龙头山特维克 2020 年刀具相关业务收入规模约为 244 亿元，而

国内收入最高的刀具企业中钨高新刀片及刀具业务收入规模约为 24 亿元，

目前收入体量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协会测算数据，中国刀具高端市场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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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亿元，按照 2019 年刀具进口额 136 亿元计算，高端市场约 2/3 依赖

进口，进口替代空间巨大。 

60 年追赶国产刀具技术实力提升，国产尝试意愿增强打造进口替代良

机 

1958 年苏联援建的 601 厂打开了国内硬质合金刀具行业开端，经过

60 年发展，目前国内整体技术实力与国际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头部企业刀

具性能在相当多的领域已经不落下风。同时当前国内企业生产设备均有国

产替代选择，设备端不存在“卡脖子”环节。在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挑

战下，航空航天、军工等高端制造领域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开始积极尝试

国产刀具。以株洲钻石为例，2021 年其成功中标中航成飞刀具总包项目，

展示了国内企业有能力解决航空航天重点零部件加工完全依赖进口刀具的

问题。我们认为当前正处国产替代黄金时期，国内头部企业业绩高增长且

相比海外企业盈利能力更强。伴随着后续新建先进产能落地，国内头部企

业整体制造能力和技术实力有望进一步提升，推进高端市场国产替代，取

得优异业绩表现。 

投资建议 

中国刀具市场消费规模有望持续增长，国产替代加速推进，国内硬质

合金数控刀具企业正积极扩产把握市场良机，后续有望取得优异业绩表现。

建议关注产业链一体化数控刀具龙头中钨高新，产能快速扩张的优质数控

刀具企业欧科亿与华锐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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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机床数控化率提升不及预期，国产替代进展不及预期，国内企业产能

扩张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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