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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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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钢、铸铁的占比由2014年的35%、24%下降至26.2%和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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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硬刀具
可以很好地克服。

刀具加工材料结构转变，难加工材料占比增长拉动超硬刀具需求01

 在汽车、航天航空及3C消费电子产品在轻量化和更高精密工艺需求下，越来越多地
将钛合金、铝合金、碳纤维等材质运用在外壳和零部件制造中，进而提升超硬刀具
需求。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和逐渐普及，车身轻量化需求带动铝合金等轻质
材料在汽车工业中的运用比例迅速攀升。相比钢制汽车、铝制汽车重量整体可降低
30%-40%，其中铝制发动机可减重30%，铝制车身可减重40%以上；对于新能源车来
说，车身减重可减少行驶中的耗电，减少里程焦虑。

下游应用广泛，汽车、航天航空、3C电子为主要推力02

 超硬刀具上游主要为生产聚晶金刚石（PCD）及聚晶立方氮化硼（PCBN）；中国是
人造金刚石及工具制品的第一生产国，主导着全球超硬材料市场，其中人造金刚石
产量占世界的95%以上，立方氮化硼占世界市场的70%，其中大部分人造金刚石出自
河南，河南人造金刚石产量占中国的80%。人造金刚石下游应用可被归类为结构性材
料应用（用于制造各类金刚石工具，如超硬刀具，广泛用于航天航空、汽车、电子
信息等领域制造）及功能化应用（例如将培育钻石作为珠宝首饰等），中国超过90%
的人造金刚石被作为结构性材料应用、作为功能化材料应用的占比仅有不到10%

上游原材料供应充足，产业链整合优势明显03

超硬刀具主要指金刚石刀具和立方氮化硼刀具，近年来

随着数控机床渗透率提升，以及钛合金、铝合金、碳纤

维复材等难加工材料在汽车、航天航空、3C电子的广泛

应用，以硬质合金刀具、陶瓷刀具、超硬刀具为代表的

新型材料刀具逐步替代原有的高速钢刀具。

相较硬质合金刀具及陶瓷刀具，超硬刀具具有更高的硬

度和更优良的耐磨性，能适应更高的切削速度，根据第

三、第四、第五届切削刀具用户调查分析报告，超硬刀

具下游应用占比由10%提升至12.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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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发展现状（1/2）
目前硬质合金刀具产品占据大部分市场，综合占比为63.1%，高速钢刀具产品占比排第二，占比约为20%，
立方氮化硼与金刚石材料刀具产品占比分别为7.2%和5.6%，陶瓷材料刀具产品占比为4.2%

中国刀具种类市场占比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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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的工程材料不断出现，部件的加工需要综合考虑材料硬度、柔韧性、耐热性、耐磨性、工艺加工性及经济性等方面合理选择刀具材料。从第五届切削刀具用户调查数据上看，
目前硬质合金刀具产品占据大部分市场，综合占比为63.1%，高速钢刀具产品占比排第二，占比约为20%，立方氮化硼与金刚石材料刀具产品占比分别为7.2%和5.6%，陶瓷材料刀具产
品占比为4.2%。

 对比2008年到2022年刀具材料市场占比变化，随着机床行业的转型升级，数控机床使用量提升，硬质合金材料刀具始终保持高需求量，总体而言硬质合金刀具产品市场占比变化不大，
市场地位牢固（每次调查中，受调查企业规模结构可能会导致刀具材料市场占比波动，如第四届硬质合金占比偏低可能与调查数据中50人以下的小微型企业占比较高有关系）；高速
钢材料刀具需求逐年下降，虽然此类刀具在一些非数控机床上依然被大量使用，但随着机床行业转型升级，此类使用非数控机床的企业数量将持续减少；陶瓷材料刀具市场占比近年
来有下降趋势，可能由于其机加工的局限性和对机床设备的高需求导致使用范围受限；得益于碳纤维复合材料近年来需求增长，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超硬材料刀具市场占比整体而言
呈上升趋势。

 调查数据中各种工件材料加工情况看，普通钢占比依然最高，为26.2%，其次是耐热钢、钛合金等难切削材料，占比24.6%，再次是铝(镁)合金，占比19.4%，铸铁占比16.8%，碳纤维复
合材料占比13.0%。

26.2%

24.6%19.4%

13.0%

16.8%

普通钢 耐热钢、钛合金等 铝（镁）合金 碳纤维复合材料 铸铁

中国刀具下游加工材料占比，2014-2022年
单位：【%】

中国刀具材料下游应用占比，2008-2022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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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发展现状（2/2）
中国刀具出口金额逐年上升而进口金额逐年下降，贸易顺差逐年增大，2022年中国刀具进出口贸易顺差
为106亿元；中国刀具行业市场庞大但整体技术水平较低，高端超硬刀具产品比例较低

中国刀具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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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国产刀具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从2018年的65%提升到2021年的
71%。刀具出口额2018年至2020年基本保持稳定，2021年有25%的增长。中国刀具进口
额（包含在中国生产并销售的国外品牌）总规模从2021年的138亿元人民币下降到
2022年的12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7%。中国刀具出口从2021年的225亿元人民币增
加到2022年的232亿元人民币，增长3%，贸易顺差逐年增大，2022年中国刀具进出口
贸易顺差为10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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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刀具行业市场庞大但整体技术水平较低，高端超硬刀具产品比例较低。中国超
硬刀具生厂商近千家，但能够规模化生产用于汽车、航天航空等高端制造业精密刀
具的企业较少，产品集中在中低端。

 以超硬材料钻孔工具、超硬材料镗孔或铰孔工具、超硬材料未列名可互换工具2021
年及2022年的进出口单价为例，这些超硬刀具产品出口单价和进口单价差距较大，
最高可达数十倍。

中国刀具进出口情况，2018-2022年
单位：【亿元】

中国部分超硬刀具进出口单价，2021-2022年
单位：【元】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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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硬质材料加工优势（1/2）
从切削精细度以及耐用性来说，直接由金刚石或氮化硼制成的超硬刀具是切削加工钛合金最理想的刀具，
但由于价格较涂层硬质合金昂贵，在航天航空、船舶等领域使用较多

中国超硬刀具硬质材料加工优势-钛合金

海
外
厂
商

 高速钢刀具造价低、用途广泛，但耐热性较差，通过对高速钢刀具加入元素Co可以提升高速刀具的耐磨损度，导热性也有所提升，可以对钛合金进行加工；但由于刀具本身的条件限制，只能进行
钛合金的粗加工，无法做到精细加工。硬质合金一般分为YG类合金和YT类合金，对于加工钛合金来说，YG类相对合适，而YT类硬质合金与钛合金发生剧烈的亲和作用，会发生刀具粘结现象，增加
刀具磨损，钛合金成品表面质量也会降低。使用金刚石、氮化硼超硬材料对硬质合金刀具表面镀层后能进一步提升硬质合金的耐用性和切削速度，是较好的钛合金加工刀具；从切削精细度以及耐用
性来说，直接由金刚石或氮化硼制成的超硬刀具是切削加工钛合金最理想的刀具，但由于价格较涂层硬质合金昂贵，在化工、冶金等大部分领域使用相对受限，而在航天航空、船舶等相对高端且对
零部件加工精度有超高要求的领域，如航空发动机叶片叶轮等型面精加工以及盘环类零件精加工，超硬刀具是最好的选择。

性能 解释

重量轻

1）航空发动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需要更高的推重比（发
动机产生的推力与其质量之比）
2）先进的战技性能要求军用飞机具有较低的结构系数（即
机体结构重量/飞机支持起飞重量）
3）导弹：导弹需要高速长距离巡航，对轻量化诉求高

耐高温

1）航空发动机：风扇、高压压气机盘件和叶片等转动部件，
需具备一定耐热性，钛在300°C温度下具有良好抗高温强度、
抗蠕变性和抗氧化性能
2）飞机：在飞机高温部位（如后机身）可取代无法高温工
作的铝合金
3）导弹：新一代的巡航导弹飞行速度由过去0.8马赫提高到
3.5马赫甚至更高，导弹表面温度高

高抗蚀性和
长寿命

钛合金具有较高的疲劳寿命和优良耐腐蚀性能，满足先进飞
机、发动机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要求，同时保障导弹战斗部
装药不被腐蚀

切削困难性 解释

切削形变
系数较小

金属切割过程中会产生切屑，切屑的存在会增大刀具与
金属材料之间的摩擦以及刀具损耗，但通过切屑的形变，
摩擦会相应减小，这叫切屑形变系数（越大对刀具磨损
越小），钛合金的优良性质导致其切屑形变系数比普通
碳钢低许多，因此对刀具磨损较大

单位面积
切削力大

钛合金有着比碳钢低20%的主切屑力，但由于钛合金切屑
形变系数小，加工时钛合金单位面积的切割力会被增大
许多，这导致刀具负荷变大，容易在加工过程中断裂

切割温度高

金属切割时由于高速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但由于金属
有不错的导热性，热量容易被发散；而钛合金导热性较
差，加工过程中会出现切割温度较高的情况，可能会造
成加工刀具软化、无法使用

冷硬，粘结、
扩散

等现象严重

钛在化学元素中是活泼金属，其表面与空气中的微量元
素反应后形成“保护膜”，且钛合金的高化学性能让其容易
发生金属粘结和扩散，切削加工难度大

切削刀具 耐用度 加工精度 价格

高速钢

硬质合金

涂层硬质合金

超硬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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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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超硬刀具产业链图谱

中国超硬刀具——产业链图谱

上游主要为超硬材料/设备制造商 中游为超硬刀具制造商 下游应用

金刚石/金刚石复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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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硬刀具生产成本占比，2022年
单位：【%】

中国刀具材料应用占比，2008-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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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方氮化硼/立方氮化
硼复合片

基体、砂轮等

大尺寸单晶金刚石

59.2%
9.5%

7.9%

23.4%

超硬材料 基体 砂轮 其他

金刚石/金刚石复合片
立方氮化硼/复合片
大尺寸单晶金刚石

超硬材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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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合金 高速钢 立方氮化硼 金刚石 陶瓷

第二届（2008年） 第三届（2014年）

第四届（2019年） 第五届（2022年）

从中国刀具客户调查报告看，硬质合金刀具占有绝对市
场份额，而超硬刀具占比整体而言成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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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石材料/复合片、立方氮化硼材料/复合片、大尺寸单晶金刚石等超硬材料为超硬刀具主要生产成本，
中游为超硬刀具制造商，竞争较为分散，下游应用广阔，机动车、通用器械等为主要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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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竞争格局分析（1/2）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参与者为以山特维克集团、肯纳金属公司为代表的欧美企业，以住友电器等为代表的
日韩企业，以及中国的上市及非上市超硬刀具厂商，整体营收规模相较国际企业差距较大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参与者

名称 营收（总） 营收（刀具） 营收（中国） 研发费用

瑞典山特维克集团 820.4 305.0 亚洲155.9 10.6

美国肯纳金属公司 139.9 85.5 14.8 2.8

日本住友电器工业株式会社 2056.5 - 323.6 68.8

日本京瓷株式会社 1040.0 - 亚太279.1 48.4

日本三星钻石工业株式会社 42.6 - - -

韩国新韩金刚石工业株式会社 - - - -

名称 产品 营收（超硬刀具相关*） 营收（总） 毛利 研发费用

沃尔德 各类超硬材料（PCD/PCBN）刀具（PCD/PCBN数控刀片、标准刀片、焊接式小镗刀等） 3.2 4.1 46.2% 0.33

威硬工具 各类金刚石、立方氮化硼刀具（金刚石铣刀、可转位刀片、复合刀片等） 1.2 1.2 40.6% 0.07

富耐克 PCD金刚石复合片、PCBN超硬刀片等 1.38 3.38 43% 0.19

黄河旋风 超硬材料及制品、超硬复合材料及制品、金刚石线锯、金刚石微粉等 0.17 20.1 30.7% 0.76

博深股份 金刚石磨盘、焊接金刚石磨盘、金刚石平磨片、金刚石刀具等 0.27 14.5 20.8% 0.55

奔朗新材 各类金刚石工具、金刚石钻头、金刚石立方氮化硼磨具等 0.24 7.1 31.1% 0.33

四方达 超硬材料（金刚石复合片、聚晶晶刚石拉丝模芯）、PCD/CBN超硬刀具等 1.8 5.1 55.6% 0.64

 中国刀具进口额（包含中国生产并销售的国外品牌）总规模从2021年的138亿
元人民币下降至2022年的126亿人民币，国有化率逐步提升、刀具进口额呈逐
年下降趋势；然而国外企业起步较早，山特维克集团、肯纳金属集团等国际领
先的刀具企业凭借其丰富的产品种类（产品覆盖高速钢、硬质合金、陶瓷及超
硬材料）、对客户需求的深度理解、较高的研发实力为用户企业提供个性化的
切削加工整体解决方案，在高端定制化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刀具企业数
量众多，竞争实力悬殊，大部分以生产传统刀具为主，并且刀具产品品种较为
单一，主要通过差异化的产品策略和价格优势，赢得中低端市场份额。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上市企业包括沃尔德、威硬工具、富耐克、黄河旋风、博爱
股份、奔朗新材和四方达等，非上市企业包括郑钻石精密、化菱超硬、中天超
硬、和海明润等。整体营收规模相较国际企业差距较大。

海
外
厂
商

中
国
厂
商

注*：沃尔德（超硬刀具营收）；威硬工具（复合旋转刀具+PCD/PCB镗刀营收）；富耐克（CBN刀具营收）；黄河旋
风（超硬刀具营收）；博深股份（负责金刚石刀具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子公司博深普锐高（马来西亚）及博深普锐高
(上海)工具有限公司营收）；奔朗新材（精密加工金刚石工具营收）；四方达（精密加工类产品营收）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海外厂商，2022年/2023财年
单位：【亿元】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中国厂商，2022年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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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5% 1.9% 1.6% 0.4% 0.3% 0.2%

88.7%

沃尔德 四方达 富耐克 威硬工具 博深股份 奔朗新材 海外厂商、郑钻精密、中天超硬、化菱超硬、海明润及其他公司

来源：各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竞争格局分析(2/2)
中国超硬刀具行业市场较为分散，所选7家上市企业超硬刀具相关营收总量占中国超硬刀具市场的11.3%，
沃尔德、四方达、富耐克和威硬工具四家企业市占率超过了1%，分别为4.4%、2.5%、1.9%和1.6%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中国上市企业竞争格局气泡图

 中国超硬刀具行业市场较为分散。2022年中国国产刀具产销总规
模为570亿元，其中超硬刀具市场规模为73亿元，占整体刀具行
业的12.8%。7家上市企业超硬刀具相关营收总量占中国超硬刀具
市场的11.3%，沃尔德、四方达、富耐克和威硬工具四家企业市
占率超过了1%，分别为4.4%、2.5%、1.9%和1.6%。

 梯队分布情况：沃尔德、四方达2022年超硬刀具市占率分别为
4.4%和2.5%位列第一梯队；富耐克、威硬工具市占率分别为1.9%
和1.6%位于第二梯队；博深股份、奔朗新材及黄河旋风超硬刀具
产品营收占比较小、位于第三梯队。

 梯队形成原因：（1）全球市场营销布局，海外业务加速发展；
受宏观因素影响，中国中低端刀具如低合金高速钢钻头出口份额
部分被东南亚、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取代，而中高端刀具出口额
则逐年上升，出口成为中高端刀具不可忽略的增长因素之一，
2022年中国刀具出口份额为232亿元，提升3%；沃尔德和四方达
通过海外分公司推动海外业务发展，沃尔德2022年港澳台及海外
营收9,171.2万元，提升7.6%；四方达2022年海外营收2.4亿元，提
升33.2%，海外营收占总营收47.1%。（2）技术壁垒。生产立方氮
化硼磨料及刀具需要专业化设备，通常包括研发设备、测试设备
及生产加工设备，其中生产加工设备如六面顶压机、精密磨床等
均为大型精密设备，投资规模大、设备技术水平高。（3）产业
链上游延伸程度。超硬材料占超硬刀具生产成本比例较大，上游
材料布局有助降低生产成本，超硬刀具厂商均有金刚石及立方氮
化硼相应产能布局，黄河旋风、朗奔新材及博深股份是中国超硬
材料主要供应商，超硬刀具制造为三家企业主营业务下游应用延
伸，目前超硬刀具相关业务占比较小，但潜力较大。

海
外
厂
商

中
国
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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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深股份

奔朗新材

四方达

黄河旋风

富耐克威硬工具

沃尔德

X轴：超硬刀具相关营收*

Y轴：研发实力 气泡大小：销售毛利率

注*：沃尔德（超硬刀具营收）；威硬工具（复合旋转刀具+PCD/PCB镗刀营收）；富耐克（超硬刀具营收）；黄河
旋风（超硬刀具营收）；博深股份（负责金刚石刀具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子公司博深普锐高（马来西亚）及博深普锐
高(上海)工具有限公司营收）；奔朗新材（精密加工金刚石工具营收）；四方达（精密加工类产品营收）

中国超硬刀具市占率，2022年
单位：【%】

完整版登录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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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说明 图片

小米14 Pro
装备了48颗钛合金螺丝，其强度
达到了普通钢材的2倍以上，密度
是常规不锈钢的60%

Oppo Find N3 采用航天级 99% 高纯钛和高强铝
合金材料

荣耀Magic V2 铰链的轴盖部分首次采用钛合金
3D打印工艺

iPhone 15 
Pro/Pro Max

在机身材质上边框部分首次采用
钛合金，使其成为最轻Pro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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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市场容量(1/2)

中国超硬刀具主要驱动因素

海
外
厂
商

中
国
厂
商

中国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
单位：【百亿元】

 汽车是超硬刀具重要的应用领域，主要用于对汽车发动机、变速
器、制动盘等核心零部件的切削加工。

 此外，随着汽车轻量化的普及，铝合金作为最理想的汽车轻量化
材料，预计车辆零部件用铝量将继续提升、工信部《节能与新能
源技术路线图》提出，中国2025年和2030年单车用铝量目标为
250千克/辆和350千克/辆。电动车进一步催生了铝合金压铸“新
赛道”，相较于传统燃油车、电动车的电池包、电驱动和电控系
统取代了原有的燃油发动机，导致整车重量额外增加200-300千
克，因此三电壳体的轻量化和一体化压铸成为减重首选。

 直至2021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已达406.7百亿元。

 中国航天航空发展迅速，以商业航天为例，2015-2021年中
国商业航天产业保持22.4%的平均复合增长率，2021年达126
百亿元。同时，钛合金、高温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难加
工材料在发动机、发动机燃烧室、涡轮等部位广泛应用。

 超硬刀具凭借刀具寿命、加工精度及稳定性优势打开航天航
空领域市场。发动机叶片叶轮等型面精加工以及盘环类零件
精加工，均要求刀具尺寸公差和跳动精度非常高，其次如航
天航空发动机部分盘环类零件加工，考虑加工周期及刀具与
机床的适配性，中间不允许存在换刀现象，因此对刀具使用
寿命要求极高；因此综合考虑下，稳定性强、精度高、寿命
长的超硬刀具是最好的选择。

 钛合金材料在3C消费电子的应用越来越多。钛合金的强度高
于不锈钢，重量却只有不锈钢的一半，同时在硬度、耐疲劳
度、环保性也强于不锈钢、钢铝复合压铸材料，各手机厂也
纷纷推出由钛合金打造零部件的手机产品。如小米的Xiaomi 
14 Pro、Oppo Find N3、荣耀Magic V2以及苹果的iphone 15 
Pro/Pro Max。

 钛合金的加工难度提升3C消费电子对超硬刀具的需求。虽然
钛合金具备众多优势，但加工难度高是其短板，钛合金手机
中框整体良率仅有30%-40%，且加工时长更长，PCD刀具的轮
廓刀、倒角刀、铣刀在钛合金产品外壳加工上具备很好的应
用，产品可以一次成型，提高了加工效率和最终良率，同时
保证了产品的表面光洁度。

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
单位：【百亿元】

汽车 航天航空 3C消费电子

在汽车、航天航空及3C消费电子产品在轻量化和更高精密工艺需求下，越来越多地将钛合金、铝合金、
碳纤维等材质运用在外壳和零部件制造中，进而提升超硬刀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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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金属加工杂志社、头豹研究院

中国超硬刀具——市场容量(2/2)
中国超硬刀具2022年市场规模为73亿元，2018-2022年间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CAGR为12.7%，预测到
2027年，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将增至88.1亿元，2022-2027年CAGR为3.8%

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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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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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3.8%

 中国超硬刀具2022年市场规模为73亿元，2018-2022年间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CAGR
为12.7%，预测到2027年，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将增至88.1亿元，2022-2027年CAGR
为3.8%。

 （一）过去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增长原因：1）工业发展拉动机床及机床工具需求。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2018-2022年中国整体刀具产销总规模（内销加进口）
由453亿元增至570亿元，CAGR为5.9%。2）超硬材料刀具占比提升。根据第三届至第五
届切削刀具用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立方氮化硼刀具占比由5%提升至7.2%，金刚石刀具
由5%提升至5.6%，数控机床的发展使高速钢市场份额逐步被超硬刀具及硬质合金刀具吞
噬。

 （二）未来中国整体刀具市场增速将有所减缓，而超硬刀具增长将优于整体刀具市场，
中国超硬刀具市场规模增长驱动因素：1）工件加工材料结构变化增加超硬刀具市场份
额。分析第三节至第五届切削刀具用户调查报告，耐热钢/钛合金、铝（镁）合金、碳
纤维复合材料等难加工材料占比分别由21%提升至24.6%、18%提升至19.4%、2%提升至
13%。同时，汽车、航天航空及3C消费电子产品在轻量化和更高精密工艺需求下，越来
越多地将钛合金、铝合金、碳纤维等材质运用在外壳和零部件制造中，进而提升超硬刀
具需求。2）国产替代及刀具出口是第二增长曲线。中国是人造金刚石及立方氮化硼制
造大国，产量分别占全球的95%及70%，在超硬刀具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中国刀具进
口额（包含中国生产并销售的国外品牌）总规模从2018年的148亿元下降至2022年的
126亿元，出口金额由2018年的180亿增至2022年的232亿元，贸易顺差逐步拉大。

 总结：超硬刀具及硬质合金下游应用存在部分重叠，性价比是影响市占率的关键。刀具
下游企业在选择刀具材料时会综合考量加工效率、加工精度与刀具成本，超硬刀具价格
昂贵，在加工材料硬度低、加工精度相对不高的领域，硬质合金及陶瓷刀具更具性价比；
在加工材料硬度高、加工精度要求高、刀具寿命要求长的领域，超硬刀具的优势才能有
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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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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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峰会策划、奖项评选、行业
白皮书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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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行企研报服务、微估值及微尽调自动化产品、财务顾问服务、PR及IR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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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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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细分行业
深入研究
原创内容

100万+
行企研究

价值数据元素

研究咨询服务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报告服务、管理
咨询、战略调整等服务

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与之推广
需求相对应的“内容+渠道投放”一站式服务

地方产业规划，园区企业孵化服务

企业价值增长服务 行业排名、展会宣传 园区规划、产业规划

四大核心服务
备注：数据截止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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