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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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及人员 

参与机构： 

长信基金、天弘基金、宝盈基金、融通基金、南方基金、

嘉实基金、招商有色、建信基金、川财证券、杉树资产、

融通基金、中信建投、申万菱信基金、交银基金、西南机

械 

时间 5月 24日-6月 13日 

地点 腾讯会议&公司会议室 

形式 线上会议&现场调研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 

副总经理邓英杰、董事会秘书王丹、证券事务代表王玉珍、

证券部颜自强 

交流内容及具体

问答记录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中钨高新于 1996年 12月在深圳挂牌上市，是专业

从事硬质合金、高新材料及高端制造所用工具制造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前身是金海股份，2016年完成管理整

合，定位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钨产业一体化管

理运营的专业化公司；2018年中钨高新被列为国企改革

“双百行动”第一批试点企业，2020年公司完成了非公

开发行股票融资项目，募集资金 8.8亿元，助力公司优

质产品提质扩能，产业升级；2021年公司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项目完成授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

构，建立了股东、员工、公司利益高度一致的激励约束



 

 

机制，激发骨干人才的积极性。近年中钨高新锐意改

革，努力开拓高端产品技术研发与生产，在解决卡脖子

技术和实施进口替代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涵盖全门类硬质合金品种的企

业。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广阔，市场空间很大，重点应用

领域包括航天航空、汽车制造、通用机械制造、电子信

息、工程建设、医疗卫生、能源，城市轨道交通等，相

应抗周期性风险能力较强。在产品门类齐全的优势基础

上，公司拥有一批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

核心产品。公司是中国第一大数控刀片供应商，占国内

产量的比重超过了 30%。公司 IT工具、棒型材、轧滚、

球齿、精密零件等保持了全球领先地位，国内市占率均

超 20%。 

公司人才和技术优势突出，拥有全国唯一一家国家

级硬质合金重点实验室，旗下金洲公司和株硬公司是制

造业单项冠军，长城硬面在 2021年入选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近几年，公司研发投入不断增长，

2021年，研发投入总额 4.12亿，同比增长 12.95%。目

前公司研发人员 1073人，占员工总数的 12.8%。公司持

有有效专利超 1400件，在国内遥遥领先。 

二、问答环节 

1．请介绍一下近期公司经营状况 

虽然受疫情冲击影响，部分业务板块增速有所下

滑，但总体经营仍处于良好区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2.7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7.82%。二季度疫情影响

总体可控，同比有望实现增长。同时近期经营不乏亮

点，一是，受国家新基建战略推动基建相关产品如轧

辊、球齿及钻掘制品、石油及地下管道相关的精密零件

等营收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二是新的细分市场需求旺

盛，光伏用细钨丝供不应求，市场前景广阔。三是刀具

业务海外市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截至五月底，海外市

场增速超过 20%。部分市场如印度、东南亚增速接近



 

 

30%。四是技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以解决方案及配套服

务为代表的终端业务增速超过 20%。 

2．刀具业务在整个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1）历史沉淀深厚：中钨高新旗下株硬公司源自国家一

五计划首批 156 个重大项目，刀具核心企业株钻公司自

2003 年改制至今扎根民族切削刀具事业已近 20 年。作为

民族刀具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比长期居国内切削刀具市场

前两位。 

2）研发实力突出。株钻公司每年研发投入超 1 亿，

营收占比 6%左右。拥有专职研发人员 270余人，其中，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目前已申请和获得授权的超

500 项专利。株钻公司牵头或参与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40 余项、国家支撑计划 3 项，是中国技术领先、装备

先进、规模最大的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生产、研发和销售基

地，是切削刀具国家标准的制定单位，国家创新型企业、

入选火炬计划企业。 

3）企业影响力、品牌优势突出。经过长期耕耘和奋

斗。株钻公司已成长为国内刀具行业的标杆企业，营收和

市场份额均排在国内企业首位。钻石牌是中国驰名商标。 

4）渠道覆盖率高。株钻公司目前拥有超过 300 多家

经销商，覆盖到全国 32 个省市和地区，部分区域渠道覆

盖至市县层级。 

5）服务能力优势突出。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全品类切削

刀具综合服务提供商，产品包含数控刀具、整体刀具、工

具系统及精密镗铣刀具、超硬刀具等覆盖切削加工全领

域，产品品类超过 4万多种，基本满足客户车、铣、钻、

镗等各类加工需求。公司为航空航天、能源重工、汽车、

工程机械等客户提供切削加工全套解决方案及整包服务，

目前解决方案在中航工业成飞、长城汽车等多家国内外行

业龙头企业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以解决方案为

切人点的终端用户开发，量质齐升，目前销售占比达到

20%，年增长率超过 20%. 

6）海外市场开拓能力。株钻公司很早开始开拓海外市



 

 

场，国际业务的市场覆盖面越来越广，已建立美国分公司

和欧洲分公司，产品畅销国外 76 个国家和地区，占营收

比例 20%以上，品牌影响力逐渐扩大，在欧洲拥有切削技

术演示实验中心。东南亚、印度、巴西和阿根廷 Q1 营收

增长 20%以上，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整体增长 30%左右。 

3．相对国际一流品牌尚存在哪些差距 

1）营收规模存在差异。相比于山特维克、伊斯卡、肯

纳还有较大差距。 

2）产品系列丰富程度仍有距离。目前顶尖国外公司产

品品类超 8万种，公司是 4-5万种。 

3）切削加工前沿开发存在部分不足，在基体材质的创

新性研究、精密加工零部件用高精端刀具等关键刀具技术

有待突破。 

4）整体切削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差距较明显。目前欧美

品牌在航空航天、新能源、重工领域解决方案服务收入占

比大，欧美市场占有率是 75-80%左右，追赶空间大。 

4．下半年市场能否保持快速增长，补上前面疫情影

响的量？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2022年刀具行业的增速将会慢于

2021 年。主要原因是 2021 年行业的高速发展，叠加了多

方面偶然因素，如地缘政治、供应端与需求端的撕裂、国

内外疫情管控差异客观上推动国产替代超高速发展等。由

于偶然因素不可持续，加之 2022 年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多

变，因此 2022年增速将低于 2021年。 

整体来看，刀具行业服务于整个制造业，使用机床的

地方都要使用刀具，只要制造业持续稳定增长，刀具增速

就有一定保证，总体来看一般会高于制造业平均增速。 

公司判断，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散。下半年切削刀具

的需求将有一定程度恢复，但具体恢复情况要看疫情后续

有无突发情况以及国家相应的一些政策情况。整年来说，

今年整个行业实现增长没有问题，但增速将有一定程度放

缓 。 

5. 金洲 PCB 刀具的进口替代空间有多大？ 



 

 

PCB 刀具市场相对比较成熟，金洲公司作为 PCB 刀具

全球龙头，规模、技术领先，目前市占率排在全球首位。

行业内流传着“金洲有三宝：加长、涂层、极小径”，金

洲公司的极小径封装基板微钻和挠性板微钻，具有断刀率

低、孔位精准度高、孔壁质量好、叠板数多、加工效率高

等优异表现，贴合客户需求，广受市场青睐。与此同时，

金洲公司也在积极开拓新的产品领域，牙科刀具研发和推

广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目前相关细分市场的开拓进展顺

利。 

金洲公司所处的行业市场稳健，同时作为耗材工具，

随着行业空间的扩展有高于行业增速的市场空间。目前 5G

设备的固投保持了较高幅度的增长，根据国统局数据 1-5

月 5G 设备的固投增速超过 20%，显著高于全国固投增速

平均水平，行业发展的潜力可期。 

6. 钨丝相关产能建设规划梳理，建设期、投产期大

概多久？ 

公司年内新增光伏用高强度切割钨丝产能 100 亿米，

预计建设期 9个月，三四季度建成，并逐步实现产量爬坡。

在新增产能建成之前，公司目前已实现每月 1亿米左右的

供应量。2022年内预计会有 20-30亿米的产量。后续看项

目建成后效果和行业需求规划产能。 

7. 钨丝业务替代趋势怎么看？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光伏切割用钨丝的替代趋势

比较明显。一是，钨丝作为母线材质，具有韧性高切割性

能好的优势，对光伏切割的效率提升十分有帮助。二是随

着下游硅片薄片化、大尺寸趋势愈加明显，对切割丝线径

要求越来越高，现有切割丝产品基本已经达到极限。切割

丝的产品迭代升级成为刚性需求。 

8. 钨丝未来行业需求？  

目前金刚线市场需求大概有 1200-1500 亿米市场容

量，后续光伏产业规划加速提升容量会更大。现在金刚线

母线主要还是高碳钢丝。目前在性能上技术上钨丝替代高

碳钢丝已没有太大问题，问题主要还是在产能上。市场上

能够提供满足下游需求钨丝产品的企业数量有限，各企业



 

 

的产能仍处在建设期或者逐步爬坡阶段离满足大规模替

代仍有一定距离，因此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差异导致钨丝的

替代率相对较低。随着相关企业的产能逐步释放，预计替

代的进度将逐步加快，光伏切割用钨丝市场或将步入快速

扩张阶段。 

9. 钨丝行业进入壁垒有哪些？行业替代待解决技术

难点有哪些 

目前钨丝行业的主要企业均具备较完整的产业链优

势，拥有原材料和粉末基体优势。在材料端钨丝对原料的

工艺、配方及质控均有很高的要求。这些技术对后来者尤

其是不具备产业优势的企业构成较高的壁垒。在后端拉丝

工艺上，市场主导企业拥有成熟的加工工艺、设备和控制

能力。在成本和规模上，现有领先企业均具备成熟的产品，

有相当规模的产品线，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规模升级相对容

易并具备周期短、成本低、见效快等优势。因此，具有明

显的先发优势。 

在行业替代的技术难点上，主要需要解决的是钨丝的

产能问题。目前钨丝的总产能远不能满足全面替代的要

求，细钨丝的产能不到市场需求的一半。新的产能仍在逐

步释放，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客观上降低了替代的

速度。其次是技术上，一是要解决细线化技术，要进一步

降低钨丝母线的线径，从而再提高钨丝母线的经济性和竞

争力，二是要满足光伏切割对母线的韧性要求，进一步提

升钨丝母线的性能优势。 

10.目前公司钨丝产品的客户情况 

目前公司与市场上主流的金刚线厂家均有业务联系，

多家客户向公司提出了订单需求，目前主要的瓶颈还是在

于产能不够，新的产能释放尚需时日。无法全面满足客户

的需求。 

11.公司钨丝产能规划秉持什么样的策略，怎样解决

产能不足的问题 

由于光伏切割用钨丝产品市场属于新的细分市场，而

市场对细钨丝的需求具有需求量大，需求紧迫的特点。公

司会充分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利用现有资源，把握市场机



 

 

遇。在产能规划上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充分利用现

有产房产线优势，先实现快速提升产能，快速投放市场，

再逐步放大产能。整个产能规划具有投资低、周期短、见

效快的特点。 

12. 在国改背景下，对内在员工积极性激励措施有哪

些。 

近几年，公司充分把握及利用国企改革机遇与政策，

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革成效显著。一是 2016 年下

半年公司管理重整以来，员工人数从 2016 年末的一万余

人降 2019 年的 7000 多人，并在 2020 年-2021 年经营业

绩大幅增长的情况，保持了员工人数相对稳定，人均生产

率、人均创收水平提升迅速。二是改革薪酬分配制度实现

差异化，建立了与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薪酬分配

制度，近几年员工收入增速可观、员工满意度高。三是落

实员工激励制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针对不同企业不同

情况有激励措施。除了股权激励外，公司还有新产品分成、

科技性奖励等市场化激励手段。 

总而言之，公司开展的各项改革措施极大的激发了公

司发展活力和员工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公司获得发展新动

能，经营业绩屡创新高。与此同时，公司积极调整薪酬激

励体制，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普通员工，极大的提升了企

业的凝聚力向心力，留住了骨干人才，为企业发展奠定了

厚实的基础。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2年 6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