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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刀具(切削工具)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刀具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刀具产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刀具

产业运行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刀具产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发

展动刀具产业面临的风险及建议，内容翔实，数据准确，观点深刻。您若想对刀具产业有个

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3-2018年中国刀具(切削工具)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

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 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

信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

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刀具是 机械制造中用于切削加工的工具，又称切削工具。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新的制造

和加工中心，汽车、航空航天、模具、机械、电子、冶金等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兴 起，给刀具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未来五年，我国刀具市场需求还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

速度，航空和汽车将是需求增长最迅速的领域，作为全球最 大的机床工具生产国和消费国，

中国的刀具市场为400亿元左右，其中高端刀具市场约有150亿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具工业已经开始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国制造业将通

过广泛采用现代高效刀具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已成为不可逆的局面，这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需要

，不会出现逆转。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价值量大体介于日、美之间，但实物产出水平，

已大大超过日、美。我国已连续5年机床消费量居全球第一。 

      2012年1～12月，全国机床工具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7985.2亿元，同比增长12.733%；完成销

售产值7755.0亿元，同比增长12.3%； 产销率为97.1%。我国机床拥有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数

量和日、美相当，但档次偏低。在发达国家，采用高效刀具来发挥数字化制造技术的潜力已

成共识。每 年的刀具消费，均在机床消费的50%左右。而我国，刀具消费仅及机床消费

的20%，说明在我国刀具消费中，廉价低效的传统刀具仍占主流，机床功能远未充分 发挥，

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这既是我国工具工业的差距，也是中国工具工业的用武

之地。开发中国刀具大市场的金钥匙就是发展现代高效刀具，来替 代廉价、低效的传统刀具

。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工具企业面临的最大机遇是，在我们的家门口，

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工具市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但是，我们 又面对着严峻的



挑战，市场需要的现代高效刀具，我们发展很慢，无法满足制造业的需要，不得不大量进口

。而不符合现代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传统标准刀具，却盲目 发展，总量失控，形成生产过剩，

低价竞销的被动局面。所以，中国工具工业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展现代高效刀具，实现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摆脱低水平重复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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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切削工具一词指用于制造工业机械（如：车床、钻机、铣机及齿轮切割机）的可

替换切削面（如钻头及锯片）。切削工具是该等机械的其中一项主要消耗组件，而此等机械

应用于多种工业以制造产品，如汽车业、机械制造业、航空业、化学加工及电子工业。

一、切削工具可细分为下列类别：

a） 车刀&mdash;用作从同时由另一部机械转动的产品或组件去除粗制或完成物料的工具

b） 磨铣&mdash;用作制造插齿、容器及周向表面的旋转切削工具

c） 钻孔&mdash;用作于主体产品或组件上制造新钻孔的钻具。钻孔可以钻机（工业用途）或



以人手电动工具（专业或自行制作用途）完成。此等工具通常指电钻。

  2012年全球切削工具需求分析&mdash;&mdash;按用途划分的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二、按最终用户工业类别划分的全球切削工具需求 2012年全球切削工具需求分

析&mdash;&mdash;按最终用户工业类别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三、全球刀具行业需求格局

据统计：2012年中国刀具市场规模为69.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总量的34.95%，美国刀具市场规

模为28.1亿美元，需求占比为14.19%。 2012年全球刀具消费格局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四、全球刀具竞争体系

1、山特维克系

山特维克集团公司在全球的控股子公司众多。包括可乐满（Coromant）、万耐特（Valenite）

、山高（Seco）、蒂泰克斯（Titex）、瓦尔特（Walter）和斗马（DORMER）等。

2、肯纳系

肯纳金属（Kennametal）1938 年成立于美国，它是与美国强大的航空航天以及军工企业一起

发展起来的。是排名山特维克集团之后全球第二大的刀具制造集团。德国Widia 和Hertel 公司

曾经是在德国排名前两位的刀具制造公司，肯纳金属（Kennametal）分别在1993年和2002年成

功地收购了这两家公司，依靠Widia公司在铣刀和车拉刀、Hertel 公司在车刀上强大的研发制

造能力，大大巩固了肯纳集团在汽车行业的地位。

3、欧洲系

以德国系和以色列系为主，包括德国的蓝帜（LMT）、KOMET、MAPAL、钴领（Guehring）

、雄克（SCHUNK）、EMUGE、TBT、HAIMER；以色列的伊斯卡（ISCAR）、瓦格丝

（Vargus）；瑞士的ETM 等。

4、日韩系

日系刀具有两多&mdash;&mdash;刀具品牌多，代理商更多。日系刀具生产厂家更重于专业化

细分服务，而不追求单纯的生产规模。日本拥有依靠标准刀片、模具铣刀和整体硬质合金刃

具占领市场的三菱综合材料（MITSUBISHI）；以特殊陶瓷涂层CBN、金刚石烧结体为主经营

的住友电工（SUMITOMO）；以高硬度镗杆、金属陶瓷刀片闻名的京瓷尚乐特（Kyocera

CERATIP）；在汽车与航空发动机方面被称为&ldquo;拉刀王&rdquo;的不二越 NACHI；全球

丝锥产销大王OSG（与德国瓦尔特Walter&ldquo;技术提携&rdquo;，将Walter 全系列的模具铣

刀引入了日本市场）；拥有BEAM 整体烧结体金刚石铣刀和钻头&ldquo;绝活&rdquo;的黛杰工



业（DIJET）。另外还有东芝钨业（TOSHIBA Tungaloy）、日立工具（HITACHI TOOL）

、MMC 神钢工具、日本特殊陶业（NTK）等众多品牌。日系企业大部分规模不大，但各有

所长。

韩系刀具相对于日系而言特色更少，曾经的韩国刀具老大特固克（Taegutec）被以色列伊斯卡

（ISCAR）收购；韩国冶金（KORLOY）早在1969 年就依靠日本住友电工（SUMITOMO）的

技术建立专业生产车刀和铣刀，并最终成为住友电工在韩国的控股生产基地；被住友电工控

股的还有韩国多仁精工（DINE）。多仁精工DINE主要是在吸收德国KOMET 和FAHRION 公

司的技术基础上开发研制自己的刀柄镗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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