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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由于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自日本、瑞典后的世界第三
大轴承制造国家，其轴承产量于2018年达到峰值，即215亿套，但由于2019至
2020年轴承行业出口规模增速放缓造成的短期需求下滑，导致轴承产量降至2020
年的198亿套，同比2018年下降8.5%。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轴承生产国，其产量于2020年已达198亿套01

• 中国轴承行业参与者众多，同质化现象严重，且中国轴承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支持、
研发投入以及相关人才等因素，其整体规模较小。截至2019年中国轴承市场CR10
为28.6%，同时2020年其市场CR6为20.3%，整体集中度偏低，未来提升空间较大。
同时，横跨瑞典、日本、美国、德国等四个国家的八大跨国集团基于其领先的制
作工艺与技术水平优势占据全球市场份额超70%。

中国轴承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02

• 中国轴承产品主要原材料为钢铁（轴承钢）与非金属材料，由于钢材作为中国国
民经济与各工业细分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基础原材料，钢铁在全球或中国宏观经济
波动、行业供需关系变化以及钢材所需材料供给规模变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其价
格波动较频繁。若钢材价格出现大幅度涨幅现象，其在影响轴承企业的采购策略
的同时制约轴承企业的盈利空间，因此轴承行业存在原材料波动风险。

中国轴承行业存在原材料波动风险03

中国轴承行业全面国产化之路
还有多远？
——

轴承广泛应用于各类涉及现代机械设备的应用场景，其

按产品划分可分为风力发电机轴承、汽车轴承、工程机

械轴承以及盾构机轴承。相较于截至2021年已发展120

余年的国际轴承厂商（如SKF、NSK），中国本土轴承

厂商聚焦于中低端轴承产品，而国际轴承厂商基于其先

发优势垄断全球高端轴承市场，在此局面之下，中国轴

承行业的未来发展如何？距离全面国产化之路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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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向载荷：指作用方向垂直于轴承轴心线的载荷（载荷指使结构或构件产生内力和变形的外力）。

 双列角接触轴承：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和作用在两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它能限制轴或外壳双向轴向位移、接触角为30度，可以提供

刚性较高的轴承配置。

 贝氏体淬火：一种提高金属工件的硬度及耐磨性的淬火技术。

 P4级精密轴承：滚动轴承的精度按小到大一般分为P0、P6、P5、P4和P2五个等级，对于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高速、高精密机床的主轴支承，

则需选用P4及其以上级超精密轴承。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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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轴承，有哪些类别？

• 定义与分类

• 发展历程

• 技术概览

• 市场现状

轴承行业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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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定义与分类

中国轴承定义及分类

定义

轴 承 指 支 持 旋 转 轴
或 其 他 运 动 体 的 机
械 基 础 件 ， 用 于 承
受 轴 与 其 他 轴 内 零
部 件 运 作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载 荷 以 及 降 低
机 械 旋 转 体 的 摩 擦
系 数 的 零 部 件 ， 可
对 机 械 设 备 的 运 行
性 能 与 质 量 等 方 面
产生较大影响。

轴 承 广 泛 应 用 于 各
类 涉 及 现 代 机 械 设
备 的 应 用 场 景 ， 其
按 产 品 划 分 可 分 为
风 力 发 电 机 轴 承 、
汽 车 轴 承 、 工 程 机
械 轴 承 以 及 盾 构 机
轴承。

按产品分类

风电
轴承

汽车
轴承

工程机
械轴承

盾构机
轴承

描述

风电轴承：属于风电机组的核心零部件之一。具备维
修成本高、使用寿命要求高以及使用环境恶劣等特点。
同时风电轴承技术具备较高复杂性，风力发电机用轴
承包括偏航轴承、变桨轴承、主轴轴承等

汽车轴承：主要用于汽车轮毂的承重以及为轮毂的转
动提供精确引导，可承受轴向载荷与径向载荷。截至
2021年，其已从第一代双列角接触轴承发展至第三
代轮毂轴承，结合了轴承单元与防抱刹系统技术

工程机械轴承：主要用于工程建设的施工机械，应用
领域包括建筑、水利、电力、道路、矿山、港口以及
国防等，其中工程机械级轴承以滚动轴承为主，包括
深沟球轴承、圆锥圆柱滚子轴承

盾构机轴承：由于盾构机在掘金作业工程中处于复杂
性较高的地层，其主轴承主要用于盾构机运转过程的
载荷部分，在承受高速旋转、巨大载荷等方面具备较
高要求，是刀盘驱动系统的核心零部件

来源：众悦轴承、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按形状分类

球形
轴承

鼓形
轴承

圆柱
轴承

回转支
承轴承

球形轴承：属于深沟球
轴承类，具备使用方便、
装卸简单等特点

鼓形轴承：在径向载荷
下其结构强度的优越性
较强

圆柱轴承：内部结构采
用滚子呈平行排列，可
防止旋转扭矩的增加

回转支承轴承：其轴向
和径向力较大，可承受
单向载荷或任何方向的
结合载荷

轴承作为现代机械设备关键基础零配件，按产品应用分类可分为风力发电机轴承、汽车轴承、工程机械
轴承以及盾构机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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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97年：市场雏形阶段 1978-2015年：行业快速发展阶段 2016年至今：市场化竞争阶段

1949-1977年 1978-2002年 2003-2015年 2016年至今

初期生产 行业发展 更新迭代 产品创新

轴承产品初期时代 行业快速发展阶段 行业调整阶段 竞争与创新阶段

• 此阶段中国轴承处于
产品生产的初期阶段，
其主要产品由位于中
国大连市瓦房店的首
家轴承厂生产。

• 随着中国经济在此阶
段的不断发展，中国
自1958年起陆续建立
超50家大中型轴承厂，
其中哈瓦轴承厂与洛
阳轴承厂为骨干企业，
行业雏形逐渐完善。

• 此阶段中国国务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
关部门陆续提出要求
重点布局重大装备零
部件的战略，同时出
台以资金扶持企业转
型的政策支持轴承行
业的发展。

• 轴承于2015年被列入
五大工业工程项目之
一，行业迎来技术与
产品的升级、转型。

• 截至2016年，由于中
国机械工业的十三五
中指出将重点发展中
国高端轴承产品，部
分企业凭借资金与制
造工艺的优势大力投
入高端轴承产品的研
发，轴承行业迎来创
新时期。

• 随着此阶段轴承行业
集中度提升，其步入
市场化竞争发展阶段。

• 随着中国1978年实施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
呈现对内改革、对外
开放的局面，促使中
国民营轴承企业数量
增长，同时轴承行业
内其产品生产规模逐
渐扩张。

• 此阶段中国轴承行业
的出口规模逐渐提升，
轴承行业迎来快速发
展阶段。

中国轴承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西部证券、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轴承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轴承行业主要历经四个阶段，轴承行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的大力推行，从市场雏形阶
段步入至今的市场化竞争阶段，未来其市场将呈现完全竞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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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技术概览

 作为机械设备中的核心关键元件及国防事业
领域的关键军备物资，轴承结构较复杂，由
密封件、外环、滚动件、保持架、内环以及
密封件等零部件组装而成。

 轴承润滑技术：轴承在滚动运作的过程中会
遇到相应的阻力，其对轴承造成磨损的同时
会降低轴承工作效率，而润滑物可减少轴承
的承受阻力与摩擦面积，因此润滑物可直接
影响轴承性能。在轴承的内圈、外圈、滚动
体以及保持架等基本几何零件的运作环境均
需润滑物的情况下，其润滑技术为决定轴承
性能的关键技术之一。

 轴承密封技术：为保证轴承在运转过程中保
持润滑状态，既应避免内部的润滑物出现流
失现象，同时也需避免外界的粉尘、颗粒物
以及有害气体的进入从而损坏其设备，因此
轴承的性能与寿命对其密封技术要求较高，
其中密封件与轴承间的间隙越小，其密封效
果越高，从而寿命更长。

中国滚动轴承结构&相关技术概览

轴承 密封件

来源：超硬材料与磨料磨具、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外环 滚动件 保持架 内环 密封件

润滑技术

描述

润滑技术与密封技术是决定轴承性能的关键技术，其中润滑物可减少轴承的承受阻力与摩擦面积，可提
升其性能；密封技术则可避免外界的颗粒物及有害气体进入轴承，从而提高其使用寿命

手动润滑

滴点润滑

油环润滑

油绳润滑

油垫润滑

油浴润滑

飞溅润滑

喷雾润滑

供油润滑

喷射润滑

密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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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市场现状

来源：中国轴承行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轴承产量，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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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轴承工业雏形阶段起源清朝末年，自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今已发展40余年，
其中中国轴承行业于1990年至21世纪初期建立了以浙江、长三角、瓦房店、山
东以及河南等五个产业区域。

 截至2021年，由于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自日本、瑞典后的世界第
三大轴承制造国家，其轴承产量于2018年达到峰值，即215亿套，但由于2019
至2020年轴承行业基于国际贸易局势变动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其出口规模增速
放缓造成短期需求下滑，导致轴承产量降至198亿套，同比2018年下降8.5%。

2020年全球轴承市场占比（按消费量）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其他地区

50%

25%
20%

5%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其他地区

 从全球轴承市场来看，由于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
促使其为全球 大的轴承消费市场，其占全球轴承消费规模的50%，其次为欧洲
与北美洲。中国轴承代表企业包括人本集团、万向钱潮、瓦房店轴承等，其以
生产与销售技术门槛、精度、离散度较低的中低端轴承产品为主。

 日本轴承代表企业包括精工柱式会社（NSK）、东洋轴承（NTN），其以生产
中高端轴承为主。轴承工业与机器制造业中的汽车工业关联紧密，日本由于汽
车制造业高度发达，其轴承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轴承工业的中心之一。

随着中国工业制造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轴承生产国，其产量于2020年已达198亿套，从全球
轴承市场来看，亚洲为全球 大轴承消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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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产业链包括哪些？

• 上游——钢铁、非金属材料

• 中游——轴承厂商

• 下游——应用领域

轴承产业链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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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产业链

中国轴承行业产业链

上游（原材料供应商） 中游（轴承厂商） 下游（应用领域）

钢铁

非金属
材料

中国厂商

国际厂商

• 中国轴承钢市场集中度
较高，头部4家轴承钢厂
商集中度总和为71%。

• 其产量在2016-2018年间
基于下游应用市场需求
提升从而呈现增长趋势，
于2019年达到340万吨。

• 在传统塑料逐渐被改性
塑料替代的趋势下，其
市场规模于2020年已达
2,463亿元，2016-2020
年CAGR为11%。

• 其价格的变动可影响轴
承行业中游厂商的成本
与利润空间。

中国企业轴承钢材产量，2018-2020年
[万吨]

1,621 1,806 1,780 
2,142 

2,46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改性塑料市场规模，2016-2020年

[亿元]

• 中国轴承行业具备
资金密集、准入技
术壁垒高等特点。

• 下游行业驱动轴承
行业市场规模增长，
于2020年已达2,890
亿元。

• 横跨瑞典、日本、美
国、德国等四个国家
的八大跨国集团占据
全球市场份额超70%，
已形成垄断局面。

• 中国轴承企业仅占全
球20.3%的市场份额，
且集中度较低。

1,899 2,038 2,254 
2,780 2,89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轴承市场规模，2016-2020年
[亿元]

70.7%

20.3%

9.0%

八大跨国集团 中国厂商 其他

2020年全球轴承市场竞争格局

汽车

工业自动化

电机

37.4%

12.4%

10.6%

5.3%

34.3%

汽车

电器

电机

纺织机

其他

来源：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轴承行业产业链上游为钢铁、非金属等原材料供应商，中游为生产轴承产品的厂商，下游为各类应
用行业，产业链具备资金密集、联动效应强等特点

360 340

219

2018 2019 2020前三季度

2020年中国轴承行业
下游应用领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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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产业链上游：钢铁

中国轴承钢市场竞争格局（市场集中度），2020年1-8月

中信 中天 本特 巨能 南钢 济源 其他

43% 10% 9% 9% 6% 6% 17%

 市场集中度较高：中国轴承钢市场竞争处于稳定时期，同时整体市场的产能集
中度逐渐提升，其头部4家轴承钢厂商集中度总和为71%且呈现强者恒强局面，
在轴承行业已构建高准入壁垒。

 中信特钢中国市占率第一：中信特钢基于自身较强的资金优势，以兼并收购的
方式不断提升市场份额，截至2020年，中信特钢为中国产能 大的轴承钢厂商，
市占率为17.5%。同时随着轴承钢价格在2015-2020年呈现的下降趋势，轴承企
业钢材采购成本将随之降低，同时可进一步扩大轴承下游应用场景。

CR4： 71%

中国主要企业轴承钢产量，2016-2020年前三季度

270

347 360
340

219

280

360 365 362

18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Q1-Q3

轴承钢钢材

轴承钢粗钢

[万吨]

 轴承钢为轴承主要材料：由于轴承应用场景包括重型武器、大型风电发电机等，
其对轴承主材料的可靠性、质量以及规格要求较高。轴承钢具备高且均匀的硬度
和耐磨性，因此在轴承结构中，除去保持架以外结构部件均使用轴承钢材料。轴
承钢是轴承的重要原材料，其成本占轴承总成本比例超50%。

 头豹洞察：中国轴承钢产量在2016-2018年间基于下游应用市场需求量提升从而
呈现增长趋势，于2020年前三季度已达291万吨，同比增长2.4%，随着风电轴承、
工程机械轴承等领域的需求回暖，其产量有望在未来2年持续增长。

来源：特钢企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轴承钢作为钢铁生产中要求 严格的钢种之一，是轴承的主要原材料，中国轴承钢市场集中度较高，头
部四家厂商市场份额合计达71%，其价格浮动对中游企业利润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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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产业链上游：非金属材料

来源：东吴证券、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主流轴承用非金属材料对比

 轴承材料中采用的金属材料主要包括渗碳钢、不锈钢等各类特种钢，而非金属
材料主要包括改性塑料与工业陶瓷，随着轴承材质种类的多样化程度逐渐提升，
轴承的成本与性能根据采用非金属材料的差异而不同。

 从非金属材料综合性能来看，改性塑料的可塑性与韧性较强，且其成本较低，
且具备密度低及体积轻优势，适用于轻量型结构产品；工业陶瓷在耐磨性、质
感等方面均高于工程塑料，同时其耐腐蚀性较强以及对外圈的离心作用可降低
40%，因此采用工业陶瓷的轴承的寿命较长。

分类 成本 韧性 耐磨性 质感 可塑性

改性塑料 低 高 差 差 强

工业陶瓷 高 一般 高 高 强

1,621 
1,806 1,780 

2,142 

2,46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改性塑料市场规模，2016-2020年

[亿元]

 中国改性塑料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由于中国新基建与汽车轻量化相关市场需求增
长，同时在传统塑料逐渐被具备优异塑形效果的改性塑料替代的趋势下，改性塑
料市场规模于2020年已达2,463亿元，2016-2020年CAGR为11%。

 头豹洞察：改性塑料相较于传统工程塑料具备产量大以及成本低的优势，非金属
材料中的改性塑料在轴承中的应用可减轻轴承厂商的成本压力。同时，以改性塑
料、工业陶瓷为代表的非金属材料是轴承另一原材料之一，其价格与产量的变动
可影响轴承厂商的成本与出货量。

适用于轴承中的非金属材料包括改性塑料以及工业陶瓷等，其中改性塑料市场规模的发展可助力其在不
同轴承产品中拓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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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产业链中游：轴承厂商

中国轴承进出口数量，2016-2020年

55
60 62

59 59

21
24 24 22

2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 进口

 中国轴承行业产业链中游为生产及销售轴承产品的厂商。从中国轴承厂商的出
口数量来看，其整体呈现由增长逐渐转变至下降的趋势，在2018-2020年期间，
轴承出口量由于全球经济下滑、疫情冲击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等因素，其出
口量从62万套降至59万套。

 从进口端来看，由于中国高端轴承制造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导致中国整体轴
承进口量从2016年的21万套增长至2020年的25万套，年平均依赖进口度达20%，
因此中国轴承行业整体存在产品结构性缺口。

来源：中国轴承工业协会、西部证券、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轴承进出口单价对比，2016-2020年

15,680 15,261 15,797 16,323 
17,339 

8,702 8,665 
9,393 9,039 

8,22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进口单价 出口单价

 在轨道交通、医疗器械、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趋势下，以及
在2018-2020年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高端轴承产品需求量增长。
同时由于高端轴承涉及包括材料、制造、润滑、检测与试验等技术难题以及力学、
摩擦学等交叉学科，其研发复杂性较高。

 中国轴承制造中的车加工数控率与磨加工自动化水平较低，在影响轴承性能的如
双细化、贝氏体淬火等核心技术领域难以实现突破，其相较于国际轴承厂商技术
存在差距，因此，中国高端轴承以进口为主，进口轴承单价约为出口轴承2倍。

[万套] [美元/套]

中国轴承行业产业链中游主要为生产及销售轴承产品的厂商，中国高端轴承制造水平低于国际厂商，高
端轴承以进口为主，其中进口的高端轴承单价均高于出口的中低端轴承价格约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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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产业链下游：应用领域

2020年中国轴承行业下游应用领域占比

 轴承作为中国各类制造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基础零部件，其产业链下游主要为轴
承产品相关的应用场景，包括汽车制造、家用电器、工业自动化、高端装备、
工程机械等领域。

 占比轴承应用领域 高的前三个领域分别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电机，分别占
比为37.4%、12.4%、10.6%。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轴承产品具备较大差异，其中电
机、机床以及各类工程机械相关领域对轴承的转速、精度以及性能要求较高，
其必须采用P4及以上的超精密轴承。

来源：华轴网、中国汽车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2016-2020年

 以轴承应用比例 高的汽车领域（37.4%）为例，用于汽车的轴承产品按零配件
分类包括发动机、转向器、电机、轮毂、变速箱等，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所需的轴承对材质要求较高，其产品以进口为主。

 由于中国汽车产业已迈向低碳化与信息化，同时在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背景下，其产量于2020年已达146万辆，2016-2020年CAGR为29.4%。其市场
规模的增长促使汽车轴承需求提升，因此汽车、家用电器以及电机等在轴承应用
中占比较大的需求上升可刺激轴承的产量，是轴承市场规模的主要增长点。

52

79

127 124

146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AGR：29.4%[万辆]

轴承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的关键来源于下游应用领域需求的扩大，其中汽车、家用电器以及电机占比合计
为60.4%，其中主要应用领域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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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未来是否可期？

轴承行业现状及未来1

• 市场规模

• 竞争格局

• 驱动因素

• 发展趋势

• 相关政策



21©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轴承行业——市场规模

中国轴承行业市场规模（按交易量），2016-2025年预测 描述

 中国轴承行业市场规模将于未来5年保持增长：
中国轴承行业具备资金密集、劳动密集、准入
技术壁垒高以及产业链联动效应强等特点，据
头豹研究院数据报告，其行业尚处于成熟发展
期，其交易量于2020年已达2,890亿元，在未来
连续5年将呈现小幅度稳定增长趋势。

 中国轴承行业下游应用场景的拓宽与发展需求
为其增长驱动力：随着下游如汽车、家用电器、
风电以及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发展，其对轴承产
品的配套需求逐渐提升，轴承行业市场规模有
望于2025年达到3,345亿元。

 中国轴承行业利好政策与国家战略布局为行业
提供增长基础：轴承作为工业制造设备关键的
零部件，在中国于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
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以及在《中国制造2025》
推动制造业发展的背景推动下，行业内轴承厂
商的产品销量将不断提高，轴承行业的发展有
望迎来良机。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899 
2,038 

2,254 

2,780 
2,890 

2,972 
3,062 3,114 

3,208 
3,34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CAGR：2.9%

CAGR：11.2%

中国轴承市场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下游应用场景和拓宽与发展需求，同时工业制造相关利好政策与国
家战略布局为轴承行业提供发展基础

[亿元]

https://www.leadleo.com/pdfcore/show?id=60d1469c20410
e16b895f9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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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7.9% 1.1%

1.0%
0.9%

0.6%

79.7%

人本 万向钱潮 新强联 瓦房店

五洲新春 襄阳汽车 其他

2020年全球轴承市场竞争格局

轴承行业——竞争格局

中国轴承市场参与者概览

中国轴承行业正逐步迈向激烈竞争时期，根据其主营业务、产品以及企业性质主
要可分为本土厂商与国际厂商

分
类 部分典型企业 特点

本
土
厂
商

人本集团
• 微型、小型

轴承为主

• 中低端轴承

产品

• 产量较大

万向钱潮

瓦房店轴承

洛阳轴承

国
际
厂
商

SKF
• 中大型轴承

产品

• 企业入局时

间较早

• 垄断竞争

Schaeffler

NSK

TIMKEN

备注：先后顺序不代表排名

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公司2020年报、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本土厂商：截至2021年，以人本
集团、万向钱潮以及瓦房店轴承
集团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轴承厂
商发展仅四十余年，其产品聚焦
于滚动型轴承且轴承产量较大，
但以生产微型与小型轴承产品以
及中低端轴承产品为主。中国轴
承行业拥有超10,000家厂商，其
激烈的竞争导致轴承厂商间存在
价格竞争。

 国际厂商：相较于本土轴承厂商，
以SKF、NSK为代表的国际厂商截
至2021年已发展130余年，其较
早的行业先发优势使其在轴承零
配件的加工与检测、高端冶金技
术、轴承钢精炼工艺等方面具备
更深厚的积累，其生产中大型轴
承的能力较强，已占据中国高端
轴承产品市场。

2020年中国&全球轴承市场竞争格局

 中国轴承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
中国轴承行业参与者众多，同质
化现象严重，且中国轴承企业由
于缺乏资金支持、研发投入以及
相关人才等因素，其整体规模较
小。2019年中国轴承市场CR10为
28.6%，2020年其市场CR6为20.3%，
整体集中度偏低，未来提升空间
较大。

 全球市场存在多头垄断：横跨瑞
典、日本、美国、德国等四个国
家的八大跨国集团基于其领先的
制作工艺与技术水平优势占据全
球市场份额超70%，而中国规模

大的前六家轴承企业仅占20.3%
的市场份额。由于此类跨国企业
已垄断高端轴承产品市场，而低
端轴承产品集中在中国轴承厂商，
导致中国高端轴承以进口为主。

70.7%

20.3%

9.0%

八大跨国集团 中国厂商 其他

2020年中国轴承市场竞争格局

中国轴承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2020年CR6仅为20.3%，国际轴承厂商基于制作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行业
先发优势占据全球市场份额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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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驱动因素：风力发电行业带动轴承需求

2020年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成本占比 中国风力发电新增装机量，2016-2020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风力风电机内使用的轴承主要包括偏航轴承、变桨轴承、主轴轴承、变速箱轴
承以及发电机轴承，由于风电机组长期暴露于运转环境恶劣的荒野，其特点在
于维修成本、寿命要求与精度与组装工艺要求较高。由于技术差距，中国本土
厂商聚焦于偏航与变桨轴承，国际厂商在技术门槛较高的风电主轴轴承市场已
形成垄断局面。

 以上海电气生产的风机为例，其轴承零配件占比总成本达11%，为风力发电机成
本占比第二大的零配件，故风电轴承为风电机组偏航与传动系统的重要部件。

 在中国政府出台宏观政策与通过PPP项目鼓励风电行业发展的背景下，投入风力
发电领域的企业数量逐渐提升，同时在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趋势下，风力发电已成
为继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后第三大能源发电方式，其新增装机容量于2020年已
达71.6GW，2016-2020年CAGR为38.8%。

 随着风电机组设备体积、外形逐渐变大，轴承占风电机成本提升，轴承在风电机
组中重要性将愈发凸显。在中国风力发电装机量的提升带动风力发电机生产规模
的背景下，轴承作为风力发电机关键零部件，其需求将随之扩大。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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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作为占比风力发电机组成本第二的零部件，是风力发电机组的关键零部件，随着中国风力发电新增
装机量的提升，轴承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迎来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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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驱动因素：工业自动化促进轴承行业发展

工业自动化基础架构概览

 工业自动化指通过机器设备实现无需人工干预的自动化生产与加工过程，同时
工业自动化技术涉及控制理论、仪器仪表、计算机等信息化技术，可对企业的
生产过程起到提升生产安全性、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以及减少材料与能源耗损
的作用。

 工业自动化架构主要包括控制层、驱动层、执行层以及输出层，其中输出层的
生产工具设备是实现工业自动化的基础。轴承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辅助机
械、机床与工程设备，可为其提供稳定且高效的运行条件。

控制层

驱动层

工控机 数控系统 PLC HMI

来源：CICC、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直流驱动 伺服系统 变频器 软启动器

执行层 接触器

工业机器人

调节阀 伺服电动机 交流电机

输出层 辅助机械 机床 工程设备

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需求，2016-2020年

 中国自2016年发布多项政策推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在工业自动化技术可
直接为制造业内的企业实现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背景下，大量企业引入工业自
动化技术。同时在由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工业劳动力不足的趋势下，中国工业
自动化市场需求得以释放，其需求量从2016年的1,070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228
亿元，CAGR为3.5%。

 工业自动化需求增长将带动其输出层架构中的工业机器人、机床等机械设备的需
求量，此类机械设备中所需的轴承零部件将受益于工业自动化市场的持续发展。

1,070 

1,158 

1,206 1,210 
1,22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亿元]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自动化需求量增长，在未来3-5年可带动其架构中输出层的机械
设备需求，轴承零部件行业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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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壁垒&风险分析

中国轴承行业竞争壁垒&制约因素

 技术壁垒

由于轴承行业涉及力学、润滑理论、摩擦学、热处理等基础科学研究

与交叉学科，且轴承的钢珠、制胚技术复杂性高，其整体的加工精度

与材料强度要求较苛刻，同时高端轴承产品存在材料、润滑、制造设

计、检测实验等一系列技术难点，轴承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随着行

业下游如汽车工业、电机制造的发展，下游对轴承的性能要求愈发提

升，因此行业存在较高技术壁垒。

 资金壁垒

随着下游军工装备、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需采

用高端轴承的领域需求提升，行业对生产高端轴承的设备的先进性与

加工工艺需求愈发苛刻。高端轴承产品基于性能要求高、复杂性强的

特性，其生产过程中需使用多种高精度、高效率的高端生产设备，如

负责进行锻造、装配、打磨、车加工、热处理等精密设备，且部分生

产设备需进口，因此轴承企业中的生产设备需要较高资金投入。

 原材料波动风险

中国轴承产品主要原材料为钢铁（轴承钢）与非金属材料，由于钢材

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与各工业细分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基础原材料，在全

球或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行业供需关系变化以及钢材所需材料供给规

模变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其价格波动较频繁。若钢材价格出现大幅度

涨幅现象，其在影响轴承企业的采购策略的同时制约轴承企业的盈利

空间，因此轴承行业存在原材料波动风险。

 全球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自2018年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各地区间的地缘政治变动等因素

带来的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全球工业领域的发展稳定性受到制约。

同时部分轴承企业的产品销售以美元或欧元结算，全球宏观经济的波

动导致的汇率变化可影响轴承企业的财务费用结算与外币应收账款，

从而制约轴承企业的出口业务。因此国际经济局势对中国轴承行业产

生的影响较大。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由于轴承产品涉及众多复杂性较高的科学与技术，且生产轴承的高端设备所需资金量较大，其技术与资
金壁垒较高，同时行业内的原材料与全球宏观经济波动风险较高，是制约轴承厂商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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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政策分析
2019-2020年，中国国务院与各地人民政府相继出台加速智能制造、制造业升级等政策，同时在国家大
力支持突破制造业内核心部件与关键技术的背景下，轴承行业将迎来发展良机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轴承&制造业相关政策，2019-2020年

政策名称 颁布日期 颁布主体 政策要点
《实施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

程行动方案 （2020—2025年）》 2020-08 浙江省人民政府 智能装备产业链。聚焦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重点领域，突破关键核心部件和系
统等的断链断供技术，打造中国知名的智能装备产业高地

《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0-07 四川省人民政府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编制重点产业核心基
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清单，落实国家
软件重大工程，推广运用填补中国空白的关键产品技术

《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0-04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制造业创新集聚地、开放合作先行地、发展环境高地,推
动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重点以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为突破口，推
动广东制造从根本上强起来，抓住“双区”建设重大机遇,构建强大的制造创新体系,集
聚高端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智能制造行动计划（2019-2020年） 》 2019-11 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支持装备制造商研制具有自感知、自决策、
自执行功能的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推进汽车行业智能制造
深度应用，发挥汽车行业产业链长，带动效应明显的优势

《2019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10 国家发改委

耐高温(400°C以上)汽车涡轮、机 械增压器轴承，P4、P2 级数控机床轴承，2 兆瓦
(MW)及以上风 电机组用各类精密轴承，使用寿命大于 5000 小时盾构机等大型施工
机械轴承，P5级、P4级高速精密冶金轧机轴承，飞机发动机轴承及其他航空轴承等
列入鼓励类产业投资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2019-02 国务院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以机器人及其关键零部件、高速高精加工装备和智能成套
装备为重点，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智
能化发展，支持装备制造、汽车、石化、家用电器、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做强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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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发展趋势：智能轴承

智能轴承系统工作流程

 在中国大数据、传感、通信以及信号处理等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轴承产
品亦可步入智能化时代。轴承厂商可将结合此类技术的智能程序嵌入至轴承产品
中，即将各类传感装置、信号处理器以及调控装置等设备集成于传统轴承内，同
时利用信息处理与自动化技术使轴承实现自我运行管理。

 截至2021年，全球领先的国际轴承厂商如斯凯孚已推出智能轴承监测技术，即将
轴承的状态信息传输至云端进行分析后得到反馈，其已广泛应用于风电、铁路以
及汽车防抱死系统等领域。

向心轴承
滚动轴承
推力轴承

.....

微传感器模块
振动加速度传感
器/转速传感器

信号
采集

控制
系统

信号
处理

数据
传输

轴承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感知 导入

导入

导入

分析

状态调控

连续
状态调节
预知维修
自动开关
自主维护
调整运行

自动调控

信息特征
生产效率
历史数据
预警判断
环境判断

自动决策

转速感知
振动感知
温度感知
载荷感知
润滑感知

自动感知

轴
承
智
能
化

轴承智能化特性概述

 智能轴承技术特性主要包括自动感知、自动决策与自动调控，即通过采集轴承的
转速、振幅、温度、载荷等数据，同时结合大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分析轴承运行
信息特征，使轴承达到自动调控作业的状态，可减少轴承企业人工监测成本与维
护成本。

 智能轴承关键技术包括传感器技术、无限供电技术、智能诊断与智能调控技术，
截至2020年，中国智能轴承技术已突破自动感知的阶段，随着智能制造中自动
调控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轴承的生产与运行在未来3-5年将步入智能化阶段。

智能轴承通过大数据、传感与调控等技术使传统轴承实现自动感知、决策与调控，可降低轴承企业检测
与维护成本，随着智能制造技术不断发展，中国轴承行业未来将步入智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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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哪些企业值得我们关注？

轴承行业企业推荐1

• 万向钱潮

• 五洲新春

•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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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万向钱潮官网、万向钱潮2020年报、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轴承行业企业推荐——万向钱潮[000559]（1/2）
万向钱潮产品包括轴承、制动系统以及相关零配件等产品，其客户为主机厂与整机配套市场，是中国
大的独立汽车而系统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企业名称：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69年

总部地址：浙江省

对应行业：轴承行业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钱潮”），其总部位于中国浙江省 ，成立
于1969年，是万向集团控股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的上市公司，公司于1996年
在深交所上市（000559）。万向钱潮是一家生产底盘及悬架系统、汽车制动系统、
汽车燃油排气系统、轮毂单元、轴承以及工程机械零部件等零部件的厂商。

业务领域及产品概况

轴承产品
万向钱潮轴承产品包括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球
轴承、四点角接触轴承以及圆柱管子轴承等，同时拥有三代轮毂轴
承单元产品。

制动系统产品
万向钱潮制动系统产品包括十字轴万向节总成、差速器十字轴、三
叉万向节与等速驱动轴，其中等速驱动轴主要应用于前、后置以及
四驱车型的驱动装置。

其他汽车系统
零配件

万向钱潮其他汽车系统相关零配件包括减震器总成产品、精密锻件
产品、燃油箱/排气消声系统以及万向节总成产品等，其产品主要
供应于其下游汽车行业。

• 轴承产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福特等主机厂，其于2020年通过持
续市场开拓获得宝马、大众、东风日产等主机厂配套项目，同时其
战略转向轴承智能化领域。

• 汽车制动系统用于紧急制动、自动辅助驻车、预防溜车，万向钱潮
的EPB电子驻车系统可节省车内空间与提高车辆主动安全性，其制动
系统产品面向整机配套市场。

• 万向钱潮产品均面向汽车零配件与汽车系统总成，截至2021年其已
是中国 大的独立汽车系统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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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万向钱潮2018-2020年报、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轴承行业企业推荐——万向钱潮[000559] （2/2）
万向钱潮营收占比 高的产品为汽车零配件，其基于技术、产品以及资金等优势，在汽车轴承领域内具
备较高竞争力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收入分析，2017-2020年 企业投资亮点

万向钱潮深耕汽车零配件领域50余年，具备汽车零配件与相关系统的
自主研发能力与试验检测能力，其中万向钱潮于2020年参与制定3项
国家标准，1项浙江制造标准，已具备较强行业标准能力与较高技术
壁垒。

技术优势

1

截至2021年，万向钱潮具备超260项技术降成本项目经验，同时其主
要生产高端产品的设备来自德国、瑞典、法国、日本等具备高端轴承
产品生产技术的主流国家，促使其具备生产与项目经验方面的竞争力。

项目优势

2

万向钱潮产品面向全球主流整车企业如宝马、大众、东风日产等，其
万向节、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等速驱动轴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占据各细
分领域产量规模前10，因此市场对其产品接受度较高。产品优势

3

万向钱潮的财务战略以提高产品毛利率、推进降本增效以及控制财务
费用为主，其高资金实力可助力万向钱潮通过与整车厂合作或兼并收
购其他企业的轴承业务，从而提升产品布局范围。资金优势

4 由于2019年汽车行业产销量下降，导致万向钱潮2019年营收出现下滑，但2020年
营收出现回升，达108.8亿元，同比增长2.8%。

 主营收入结构中汽车零部件占比收入 高，但其整体业务方向向销售钢材产品靠
拢，其占全营收比例连续四年保持增长。

[亿元]



31©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轴承行业企业推荐——五洲新春[603667]（1/2）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企业名称：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总部地址：绍兴市

对应行业：轴承行业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新春”），其总部位于中国浙江
省绍兴市，成立于1999年。五洲新春于2016年10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603667）。
五洲新春是一家研发、生产与销售轴承、精密机械零部件与空调管路产品的企业，
同时具备轴承与精密零部件制造产业链，为主机客户提供相关解决方案。

业务领域及产品概况

成品轴承
五洲新春成品轴承产品包括汽车级深沟球轴承、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汽车发电机轴承、汽车张紧轮轴承、离合器轴承、方向器轴承与轮
毂轴承等。

轴承套圈 五洲新春同时布局轴承产品相关零配件，主要包括薄壁轴承套圈、
中大型轴承套圈、轮毂轴承套圈、中小型轴承套圈等。

精密钢管 五洲新春在生产成品轴承与相关零部件的同时布局精密钢管产品，
包括优质轴承钢管、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专用钢管。

• 五洲新春成品轴承产品客户主要为中国与国际汽车厂商、工业机械
与新能源领域的企业，为其提供主机配套服务，其中汽车产业客户
包括丰田、福特、上汽集团等。

• 五洲新春轴承生产以轴承热处理技术为主，
• 通过此技术生产的轴承套圈产品质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供应于全

球前七大轴承制造商，如SKF、TIMKEN等。

• 五洲新春生产的精密零部件主要用于汽车安全部件与风电轴承，其
客户包括特斯拉、比亚迪等主流车企，同时为风电轴承企业新强链
提供配套解决方案。

来源：五洲新春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五洲新春产品包括成品轴承、轴承套圈以及精密钢管等产品，其业务主要为主机客户提供相关产品及解
决方案，同时自身已具备轴承与精密零部件的制造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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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企业推荐——五洲新春[603667] （2/2）
五洲新春2020年营收达17.5亿元，其中在风电领域的布局成为营收新增长点，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全产业
链布局基础与业内领先的热处理技术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收入分析，2018-2020年 企业投资亮点

截至2021年，五洲新春已打造出涵盖精密锻造、制管、冷成型、热处
理技术于一体的轴承与精密零部件产业链，其在发展轴承业务的同时
向行业内其他规模较大的轴承企业供应相关零配件，在供应链与生产
力等方面具备较高竞争力。

全产业链
优势

1

五洲新春的供应商与下游客户群体较稳定，其客户包括瑞典斯凯孚、
奥托立法、德国舍弗勒等国际第一梯队轴承企业，同时五洲新春生产
的重要零部件准入门槛较高，其长期积累的资源优势可助力五洲新春
在轴承领域构建高竞争壁垒。

资源优势

2

截至2020年，五洲新春拥有超20项发明专利，参与制定超20个轴承与
热处理技术相关的行业标准，同时自身已建成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航空滚动轴承部门等研发中心，轴承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五洲新春
的研发能力使其具备较强话语权。

技术优势

3

五洲新春基于独有的全产业链基础，其在轴承磨前产品制造与出口方
面同比行业内其他参与者更具产能规模优势，其较高的供应链储备可
助力五洲新春开拓军工、航空航天等新应用领域的业务。业务优势

4 由于下游客户需求短暂下滑，五洲新春2020年营收为17.5亿元，同比下降3.5%。

 主营收入结构中轴承占比收入 高，其轴承业务营收规模逐渐减少，但其空调管
路营收占比逐渐提高，同时五洲新春于2020年布局风电业务，成为营收新增长点。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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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企业推荐——新强联[300850]（1/2）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企业名称：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总部地址：洛阳市

对应行业：轴承行业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强联”），其总部位于中国河南
省绍兴市，成立于2005年。新强联于2020年7月在深交所上市（300850）。新强
联是一家研发、生产与销售大型高端回转支承产品的企业，为露天采矿设备、工
程机械等领域的客户提供回转支承相关产品。

业务领域及产品概况

风电主轴轴承
新强联的风电主轴轴承是其核心产品之一，其轴承类型包括圆锥滚
子轴承、球面轴承等，其产品润滑脂特性具备优异抗磨性能、氧化
安定性与低温启动性能。

偏航轴承
偏航轴承安装在塔架与座舱的连接部位，其轴承类型包括交叉滚子
轴承、四点接触球轴承以及回转轴承，是新强联另一核心回转轴承
产品之一。

盾构机轴承
新强联的盾构机轴承主要应用于各类大型盾构机，新强联通过辗扩
环锻技术解决其机械性能差、加工复杂等问题，使其产品的锻造误
差低于10毫米。

• 风电主轴轴承产品主要用于风电发电机组，其面向的客户主要为风
电整机制造商，其中风电主轴轴承以直接面向市场独立销售为主。

• 偏航轴承产品亦面向风电整机制造商。
• 新强联在回转中心六米以上的重载荷回转支承的研发与制造处于中

国领导地位。

• 新强联的盾构机产品面向盾构机、工程机械以及港口装备等领域的
客户。

• 新强联在盾构机、顶管机用刀盘轴承产品的研发具备专利技术。

来源：新强联2020年报、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新强联主要产品包括风电主轴轴承、偏航轴承以及盾构机轴承，其下游客户为风电整机制造商与盾构机
制造商，在风电轴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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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企业推荐——新强联[300850]（2/2）
新强联风电主轴轴承产品打破中国长期被国际轴承厂商垄断的局面，在客源、产业链与技术方面具备较
强竞争力，其营收于2020年达20.6亿元，同比增长221%，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收入分析，2019-2020年 企业投资亮点

新强联主营产品为回转支承、风电轴承等大型装备，由于其下游客户
存在较长与较严格的认证周期，使新强联客户转换供应商的成本过高。
新强联在风电领域深耕超15年，已与中国头部风电机组厂商构建合作
关系，其稳定的客源优势可助力新强联持续开拓风电轴承业务。

客源优势

1

新强联在风电轴承领域布局较完善，在生产风电主轴轴承、偏航轴承
与盾构机轴承的同时布局海工装备起重机回转支承等多种关键轴承零
配件，其产业链布局的完善性可帮助新强联降低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风险。

产业链优势

2

新强联是中国唯一的直驱式风机三排圆柱滚子主轴承制造商，同时新
强联生产的风电主轴轴承产品打破了风电轴承长期被国际跨国轴承厂
商垄断的局面，其核心技术优势助力新强联在风电轴承领域占据主导
地位。

技术优势

3

新强联具备独有的恒温装配车间与风电主轴轴承试验机等大型高端设
备，同时其引进的意大利萨伊全数控淬火机床使其成为中国唯一拥有
此项技术的企业，新强联在基于此类生产轴承产品基础的条件下，其
产品具备较高竞争力。

产品优势

4 新强联基于风电轴承的主导地位，其2020年总营收达20.6亿元，同比增长221%。

 2020年主营收入结构中风电轴承类产品占比收入 高，达88.2%，其次为锻件类产
品，占比达7.2%，相较于2019年，新强联风电轴承业务营收增速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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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

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轴承、风电、汽车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

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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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的视野解读

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

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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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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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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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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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指的公司或投资标的的价值、价

格及投资收入可升可跌。

 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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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载的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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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可发出与本文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和文章。头

豹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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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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活动解释权均归头豹所有，活动细则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头豹领航者计划介绍

每个季度，头豹将于网站、公众号、各自媒体公开发布季度招

募令，每季公开125个招募名额
头豹共建报告

2021年度

特别策划

Project 

Navigator 

领航者计划

沙利文担任计划首席增长咨询官、江苏中科院智能院担任计划首席科创辅导官、
财联社担任计划首席媒体助力官、无锋科技担任计划首席新媒体造势官、
iDeals担任计划首席VDR技术支持官、友品荟担任计划首席生态合作官……

1 企业申请共建

2 头豹审核资质

3 确定合作细项

4 信息共享、内容共建

5 报告发布投放

共建报告流程

头豹诚邀各行业创造者、颠覆者、领航者，知识共享、内容

共建

头豹诚邀政府及园区、金融及投资机构、顶流财经媒体及

大V推荐共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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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领航者计划与商业服务

扫描二维码

联系客服报名加入

共建深度研报

撬动精准流量

助力业务发展

加速企业成长

塑造行业标杆

传递品牌价值
建立融资平台

登陆资本市场

提升市场关注

管理企业市值

提升企业估值

协助企业融资

头豹以研报服务为切入点，

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

本价值需求，依托传播服务、

FA服务、资源对接、IPO服

务、市值管理等，提供精准

的商业管家服务解决方案

研报服务

传播服务

FA服务

资源对接

IPO服务

市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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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1
人工智能NLP技术
精准拆解用户提问

智能拆解提问

千元预算的

高效率轻咨询服务

STEP02
云研究院7×24待命
随时评估解答方案

云研究院后援

STEP03
大数据×定制调研
迅速生成解答方案

解答方案生成

STEP04
书面反馈、分析师专访、
专家专访等多元反馈方式

专业高效解答

扫码二维码即刻联系你的
智能随身专家

读完报告有问题？
快，问头豹！你的智能随身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