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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历程



1.1 基于业务发展角度

常州精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从事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

为微软供应平板电脑支撑架零件
开始聚焦消费电子行业

 2012

为fitb i t大批量供货
可穿戴设备零部件成为业绩贡献点

    2015-2016

深入拓展MIM工艺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应用 2017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
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零部件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至今

2010

2011

MIM开始应用在消费电子行业

MIM应用在手机按键和卡托

2004

1997-2000 MIM产业在我国进入“导入期”

1970s 美国首次尝试MIM技术



1.2 基于公司规模角度

公司成立

收购常州博研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股改

精 研 工 业 园 A 园 完 工
精 研 东 莞 子 公 司 成 立

成 功 上 市 深 交 所 创 业 板
香 港 、 美 国 子 公 司 成 立

上 海 子 公 司 成 立
欧 洲 、 韩 国 办 事 处 成 立

2017

精研工业园B园完工

2014

200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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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IM工艺介绍

（1）MIM定义
MIM工艺是将传统粉末冶金工艺与现代塑料注射成形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型近净型成形
技术，它将适用的技术粉末与粘合剂均匀混合成具有流变性的喂料，在注射机上注射成形，获得
的毛坯经脱脂处理后烧结致密化为成品，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后处理。

MIM

塑料
注射
成型 模具

热处理

金属材料

粉末冶金

高分子
 材料

表面处理



2.1 MIM工艺介绍

（2）MIM生产工艺流程
喂料制备→精密注射成型→脱脂→烧结→后处理→成品



2.1 MIM工艺介绍

（3）MIM工艺优点

①设计自由度高，能制造三维造型复杂的精密零件（对比冲压、PM）；

②可用于制造微型金属零部件，超薄金属部件（对比其他加工技术）；

③适用材料广泛，适用于绝大部分金属材料（对比CNC）；

④具有强大而灵活的量产能力，可达百万件/天（对比CNC）；

⑤尺寸精度高（对比PM，3D打印）；

⑥外观精致，表面光洁度好；

⑦物理性能出色，致密度高达98%（对比PM）；

⑧环保，是一种净成形技术，几乎无废料。（对比CNC、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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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M工艺与CNC工艺对比
（1）CNC定义
CNC是一种在数控机床上进行零件加工的一种工艺方法，是解决零件品种多变、批量小、形状复
杂、精度高等问题和实现高效化和自动化加工的有效途径。

（2）CNC与MIM对比
同：均适合生产三维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的产品。

异： ①复杂件成本：当产品复杂程度极高时，CNC按时计价，成本会高于MIM；

        ②超小件生产：CNC受制于刀片，无法生产超小件，但MIM适合生产小件；

③超薄件生产：CNC受制于装夹，壁厚小于1mm的产品易变形，MIM可以生产超薄件。

④批量生产: 小批量生产时，CNC生产效率高；大批量生产时，MIM生产效率高。

*CNC与MIM不完全为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如MIM的后制程工序中存在CNC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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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M工艺与PM工艺对比

（1）PM（传统粉末冶金）定义
PM是指将金属粉末放入模具里通过压制机上下压制成型，再经过烧结和后加工处理
获得粉末冶金制品。

（2）PM与MIM对比

同：均为近净成型技术，用“成型+烧结”方法生产产品。

异：①产品结构：PM适合生产简单结构件，而MIM适合生产复杂三维产品，可将

多个PM产品组合成一个MIM产品；

       ②产品精度、物理性质：MIM产品在精度、强度、韧性和耐磨强度等方面均优     

于PM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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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M工艺与金属3D打印对比

（1）金属3D打印定义
金属3D打印根据技术的不同，可分为“直接金属3D打印”和“间接金属3D打印技术”。
直接金属3D打印是指直接打印得到金属构件，间接金属3D打印是指先打印生胚件，
通过烧结得到金属构件。

（2）金属3D打印与MIM对比

同：都为增材制造技术。

异：①成本：MIM成本低于金属3D打印；

       ②3D打印精度和机械性能不如MIM。

       ③生产规模：MIM适合生产大批量、批量化的产品；金属3D打印适合生产小规
模、高端的定制化产品，如航天航空领域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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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M工艺与冲压工艺对比

（1）冲压定义
冲压是靠压力机和模具对板材、带材、管材和型材等施加外力，使之产生塑性变形或

分离，从而获得所需形状和尺寸的工件（冲压件）的成形加工方法，具有生产效率高、

生产周期短、加工尺寸的范围较大、成本低等优点。

（2）冲压与MIM对比
同：都为金属加工技术。

异：①精度：MIM产品精度高于冲压产品；

      ②产品结构：冲压适合简单二维产品；MIM适合复杂三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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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M工艺与液态金属成型工艺对比

（1）液态金属成型定义

学名块体非晶态合金。通过超急冷凝固，得到非晶态合金的成型工艺。这种

非晶合金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和机械性能。

（2）液态金属成型与MIM对比
同：可以三维复杂的精密金属零部件。

异：①液态金属可以生产超高硬度，更耐磨的金属件，性能优于MIM产品；

      ②液态金属生产成本高，包括原材料成本高，模具损耗大，后处理成本高；

      ③由于液态金属硬度高，后续机加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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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M工艺应用

 （1）MIM应用领域

MIM可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医疗器械、工具、家用电器、航空航天、军用军械

等领域。

国内：消费电子领域

北美：医疗器械、军工领域

  日本：汽车领域

欧洲：汽车、消费品领域



2.3 MIM工艺应用

 （1）MIM应用领域

①消费电子领域

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   



2.3 MIM工艺应用

 （1）MIM应用领域

②汽车制造领域                                                  ③医疗器械领域



2.3 MIM工艺应用

 （1）MIM应用领域

④工具领域：枪钻、钻卡头、电动工具、手工工具、扳手等

⑤家用器具领域：电动牙刷、剪刀、风扇、高尔夫球头、仿真珠宝、刀具刀头、

电子烟等

⑥航空航天领域：飞机机翼铰链、火箭喷嘴、导弹尾翼等

⑦军用军械领域：扳机、导弹尾翼、枪支零件、弹头、药型罩、引信用零件等



2.3 MIM工艺应用

 （2）MIM应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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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IM行业的发展

过去几年的MIM市场规模
自2011年以来，国内外MIM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根据中国钢协粉末冶金分会的数据，
2018年，MIM全球市场规模约160亿元，MIM国内市场规模超过70亿元。

MIM市场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机协粉末冶金协会，新时代证券研究所预测



过去十年，MIM行业经历了什么？

• 企业多，但行业集中度低；

• 产能饱和但高水平MIM企业产能不足；

• 下游对MIM的理解不深，渗透率不高；

• 产业链不够成熟；

• 仍然是一个细分市场，没有成为主流加工技术。

2.4 MIM行业的发展



2.4 MIM行业的发展

MIM行业的未来会怎么样？
                 ——从量变到质变



2.4 MIM行业的发展—量变到质变

 （1）从下游需求来看——消费电子领域

①消 费 电 子 精 密 化 、 轻 薄 化 、 高 端 化 的 发 展 趋 势

MIM工艺是最佳选择之一

消 费 电 子 产 品 不 断 精 密 化 、 轻

薄 化 、 高 端 化 ， 内 部 结 构 件 需

小 而 复 杂

MIM适合大批量生产小型、精

密、三维形状复杂的金属零部件



2.4 MIM行业的发展——量变到质变

 （1）从下游需求来看——消费电子领域

②消 费 电 子 行 业 激 烈 的 竞 争 带 来 了 更 新 迭 代 快 ， 成 本 控 制 高 的 需 求

MIM工艺是新产品快速落地的优选

新 产 品 需 要 快 速 ， 高 效 ， 成 本

可 控 地 实 现 批 量 供 货

MIM技术应用于大批量生产，

效率高，成本低



2.4 MIM行业的发展—量变到质变

 （1）从下游需求来看——消费电子领域

③其 他 消 费 电 子 产 品 的 需 求 不 断 涌 现

    智 能 家 居

    智 能 眼 镜 、 v r 头 显

    智 能 手 表

    相 机



2.4 MIM行业的发展—量变到质变

 （1）从下游需求来看——汽车制造领域

汽车国产化、轻量化、降成本的发展趋势

MIM工艺是汽车轻量化、降成本的优选

汽 车 不 断 轻 量 化 、 降 成 本 ，

汽 车 零 部 件 需 轻 且 有 成 本 优

势

和传统工艺相比，MIM可实现复

杂部件一体成型，更支持轻量化

零部件设计



2.4 MIM行业的发展—量变到质变

（2）从MIM技术的推广和下游渗透情况来看

MIM是一个“年轻的技术”，其渗透率取决于众多因素：

➢下游对于MIM技术的理解，接受，量产化应用和逐步信任；

➢MIM的渗透需要从设计端开始，从逐步改变产品先期设计思路开始；

➢与领头企业的应用与推广有关



2.4 MIM行业的发展—量变到质变

（3）MIM产业链在变得越来越成熟

➢精密模具量产能力

➢原材料行业

➢设备行业

➢人才培养

➢针对MIM件的后处理

➢针对MIM制程的自动化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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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心竞争力赋能战略目标

领导
层

人才

文化

       组织

客户资源

    新兴市场 技术附加值

研发能力
量产管理

核心竞争力

战略目标

赋能 赋能 赋能

实现

实现

MIM

传动 散热

在深耕MIM行业的过程中，获得的核心竞争力，可以用于复制和赋能未来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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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竞争力



3.1 客户资源优势

（ 1 ） 客 户 全 面 、 覆 盖 率 高

（2） 大 客 户 壁 垒

➢大客户对供应商审核严格、审核周期长；

➢大客户已建立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合作关系稳定，新企业进入难度高。

（3） 真诚的客 户 服 务 带 来 客 户 粘 性

➢公司7*24*365及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公司对新型产品开发、实现能力强（联想金属风扇、钴基合金产品、升降摄像头等）；

➢公司具有国内最大的烧结产能，满足客户的产能需求。



3.2 研发能力

（1）敢于创新

➢根据客户的需求，尝试各种不同材料的创新

➢不断突破MIM制造的重量，尺寸，厚度，形状结构

➢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公司已成功开发1000多种MIM产品，积累了大量的行业技术经验；

研发能力带来技术壁垒。

（2）技术壁垒

➢自主研发的改混料能力：公司拥有自己的改混料设备和配方；

➢烧结技术：公司具有对不同产品在烧结段的差异化处理能力，把控产品收缩比例；

➢MIM精密模具设计、开发经验：可成型超复杂，超薄，微型金属零件

➢其他：包括整形技术，设备技术，自动化技术，表面处理技术等



3.3 全制程管控能力

精研科技生产该款产品综合良率达   91%!

序号 工序名称 假设良率 综合良率

1 注射 99%

69%
（99%^36）

2 喷砂 99%

3 烧结 99%

.

.

.

.

.

.

.

.

.

.

.

.

36 包装出货 99%

共36道工序，假设每道工序良率99%

全制程管控能力带来的是成本优势和生产效率

公司某产品



激 励 机 制

➢ 持股平台

➢ 限制性股票

➢ 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 内部晋升通道

➢ 送房送车

文化

领导
层

人才

3.4竞争力和战略目标依靠组织来实现

人 才 引 进 、 培 养

➢ 内部培养体系

➢ 外聘高层次人才领 导 层

➢ 董事长的风格

➢ 高层的氛围



3.5 公司文化——重中之重

核心价值观
真诚、踏实、完美，集智、创新、进取

客户评价
坏的人在精研会变好，好的人离开精研会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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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未 来 M I M 发 展 方 向

布 局 散 热 板 块加 强 对 传 动 的 研 发



精研科技工业园B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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