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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机构投资者： 

上投摩根、申万菱信基金、东吴证券、盘京资产、兴全基金、

华泰柏瑞、诚旸投资、汐泰投资、毕胜投资、招商证券、华泰

保险资产、大成基金、玖稳资产、上海汐泰投资、孙雷民、富

国基金、平安资管、红筹投资、博普科技、国泰基金、平安基

金、诺安基金、中信证券 

时间 2021年 3 月 16-19日 

地点 在线交流、现场调研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邓英杰        

证券事务代表：王玉珍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介绍 

公司是高技术制造企业，全球第一大硬质合金生产商，并

托管全球第一大钨资源供应商。 

公司旗下拥有：国家“一五”重点工程, 被誉为“中国硬

质合金工业摇篮” 的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国内领先

的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综合供应商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

公司；全球领先的设计和生产 PCB 用精密微型钻头、刀具和



高精密级模具的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钨基

硬面材料领域的领导者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内最大

的钨冶炼与粉末制品基地之一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拥有行业内唯一一所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2个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已有授权专

利 1000余项，4 项国家级奖项、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公司具有丰富的硬质合金研发经验和较强

的技术实力，在领域内发展底蕴深厚。 

二、提问环节 

1、请介绍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株钻公司”），成

立于 2001 年，集产研销于一体，是国内领先的硬质合金切削

刀具综合供应商。 

株钻公司是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控刀具组组长单位，是国

家“精密工具创新平台”承建单位，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核心成员，引领和推进了国内硬质合金切削行业发展，并成功

取得众多技术突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株钻公司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装备及专业研发平台，

建有世界一流的数控刀片生产线及配套刀具生产线，在主要岗

位实现了加工过程、产品检验自动化以及生产管理智能化。产

品广泛应用于机床行业、汽车制造行业、航空工业、国防军工

行业、电子行业等众多领域。株钻公司产品技术含量行业领先，

可为客户提供各种标准和非标准的物理涂层、化学涂层、金属

陶瓷和超硬材料制成的高精度数控刀片及配套刀具、硬质合金

整体刀具及工具系统，是中国第一的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综合供

应商，产品远销世界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 

2、公司数控刀片产能扩张有什么计划？ 

公司原有数控刀片年产能 6000 万片，订单接收饱满，产



能充分利用，销量已超过现有产能，一直处于超负荷生产状态。

公司于 2020年实施非公开发行项目，成功募集 8.88亿元资金。

精密产业园（数控刀片、整体刀具等）扩产扩能项目属募投项

目，项目整体达产进度较计划大幅提前。该项目将使株钻公司

数控刀片产能增加 2000万片，达到 8000万片。同时，公司子

公司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建设年产 2000 万片数控

刀片生产线，公司数控刀片总产能将达到 1亿片，实际产量可

放大到 1.2亿片，达到 1.2亿片之后将继续有序稳步扩产。2020

年公司数控刀片的产销量创新高，进口替代成效显著。目前国

内高端刀具及与刀具配套使用的高端装备的国产化率较低，业

务发展前景较好。 

3、株钻公司在生产设备方面是否存在“卡脖子”风险，

如何应对？ 

株钻公司生产设备进口比例比较高，但“卡脖子”风险相

对可控。原因在于数控刀片及刀具对设备精密程度要求较高，

因此进口设备主要来源于德国、瑞士等精密产业发达的第三国

或中立国，进口制裁风险相对可控；同时，公司紧跟国家号召

与进口替代步伐，积极开展与国内有技术优势的机床厂商的合

作，适配公司实际生产需要，为我方提供匹配度更高的定制化

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反哺生产。 

同时，公司长期坚持精益管理理念，对于设备维护及保养

工作紧抓不懈，目前设备使用寿命状况良好，满足长时间使用

需要，同时现有设备维修技术实力充足，设备的检修可以自主

完成。 

4、株钻公司是国内硬质合金数控刀片龙头，请问数控刀

片和传统刀片区别在哪里，未来的发展如何？ 

国内传统刀片的技术来源于前苏联，主要分为焊接刀片及

机加刀片。 

数控刀片在欧美叫可转位刀具，日本叫舍弃式刀具。相比



较传统刀片，数控刀片优势巨大，体现于机械化、数控化换刀。

在换刀过程中实现电脑直接导入数据，自动化管理，大幅度降

低机械刀片换刀的时间成本对于生产影响。虽然数控刀片成本

仅占应用客户生产成本的约 1-4%，但是对于产品质量提升、

生产效率提高很重要。 

现在及未来传统刀片的市场在不断萎缩，欧美市场上已没

有传统刀片，全部为数控刀片。国内还保留传统刀片，株钻公

司目前是国内最大的传统刀片生产厂商，市场占有率很高。 

5、株钻公司是否开展了机床配套刀片的生产？ 

株钻公司一直在与国内有技术优势的机床厂进行合作，定

制化配套生产，以提高用户粘性。客户包括大连科德、昆明机

床等国内头部机床生产商。国家未来高端制造，机床自产是重

要方向，发展机床配套产品生产与提供全套化解决方案，也是

株钻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6、据公开报道，公司一月份整体产量增速较大，主要原

因是什么？在手订单目前排产到什么时候？ 

我公司订单增速较大跟全球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逐步

恢复有关。由于公司产品种类较多，订单排产情况跟需求和加

工周期都有关系，部分产品的在手订单排产也需要数月。 

7、公司收购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价值在哪？ 

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硬公司”）之前由

公司受托管理。为了提高公司产业协同程度，并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公司于 2020年收购了南硬公司。 

南硬公司主要从事碳化钨粉和棒材生产，收购后可以进一

步保障公司硬质合金生产原料供应，同时，南硬公司开展了和

金洲公司的技术合作，设有精密刀具事业部，盈利能力进一步

提升。 

8、最近钨价上涨，公司产品是否提价？ 

我公司产品种类较多，下游应用行业广泛。不同的产品对



应不同的定价策略，综合考虑市场情况、客户接受度和成本等

因素，公司对部分产品进行适当调价。 

9、公司近几年研发投入占比较高，2019 年公司研发投入

占比 4%，株钻公司更是达到 6%，请问未来公司的研发费率是

否会维持当前的规模还是会降低，未来公司发展目标是怎样

的？ 

公司将持续重视研发投入，保持研发投入力度。公司目前

拥有研发人员 700 余人，在硬质合金加工制造领域深耕几十

年，伴随着国家工业发展脚步稳步积累经验，技术研发力量雄

厚。公司的主要产品一直保持高端化定位，目标是进入世界第

一阵营，目前是与日韩企业竞争，未来希望直接与山特维克等

世界巨头竞争。得益于多年来始终深耕行业把握前沿，把“科

技创新”摆在公司发展的首要位置，保持和巩固了国内钨行业

龙头企业地位，未来也必须依靠持续的研发投入、科技攻关，

一方面与追赶者拉大差距，一方面减少与世界领先企业的差

距。 

10、公司数控刀片产品进口替代效果怎么样，是否可持

续？公司与海外一流企业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由于 2020 年疫情全球范围内传播等原因，公司进口替代

推进迅速，正在逐步挤占日韩等第二阵营内主要对手市场份

额。同时，高端数控刀片市场由于客户价格敏感度低，市场规

模受疫情影响较小。据统计，2019 年国内数控刀具销售 389

亿，高端产品占比 260-280亿，其中按照海关统计口径大致上

在 110亿左右为纯进口产品，占比 30%左右，国外厂家在国内

生产以及通过成套解决方案进口的产品数据无法统计。这些进

口产品的替代是我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数控刀片在装备中的

成本占比较小，尤其是高端产品客户粘性比较好，一旦替换就

能形成粘性，因此疫情刚好给了国内刀具企业很好的替代契

机。另一方面，国家鼓励解决卡脖子问题，支持研发创新，国



内公司及厂商也意识到进口产品卡脖子风险，开始逐渐接受使

用国产产品。因此，进口替代的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少。 

目前公司的数控刀片等产品与第二阵营日韩厂商整体处

在统一水平，个别品类具有优势，与欧美第一阵营领先企业差

距主要体现在加工精度、使用寿命和连续稳定性等方面。这种

差距目前在我国的制造业上也能看到。 

11、目前行业竞争也有加剧的趋势，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

势头较猛，公司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激励等方面是否有进一

步的改善措施？ 

近几年来，公司以“双百行动”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持

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经营效率逐步提升、机

制体制持续优化。公司借助“双百行动”综合改革试点的机遇，

逐步理顺内部管理机制，简化审批流程，集团权限下放，内部

管理效率提高。公司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对创新型、效

益薪酬匹配关系有行业特点的企业探索实行更加灵活的工资

总额管理模式，让员工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落实隔板机制和

价值分配导向，工资总额分配向关键核心和一线岗位倾斜，提

高文化认同度。同时，公司将会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强

对于竞业限制的管理力度，从法律手段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

国企纪律管理方面双管齐下，防止公司人才与技术的流失。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年 3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