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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机床工具行业走势如何？
文 |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信息统计部

2021 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保持稳步

恢复，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在良好

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机床工具行业延续

2020 年下半年以来恢复性增长态势，

市场需求持续改善，进出口大幅度增长，

机床工具行业运行持续保持向好趋势。

行业运行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

系企业统计数据，以及协会企业调研情

况和部分分会提供的资料，对机床工具

行业 2021 年前 10 个月运行情况概要

分析如下。

2021 年 1 ～ 10 月，行业整体运

行仍保持平稳增长，受上年基数因素影

响，各项主要指标同比增速继续逐月回

落，但同比增幅仍然较高。

营业收入普遍大幅提升

2021 年 1 ～ 10 月，重点联系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1.6%，增幅较1 ～9

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各分行业营业收

入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金属

切削机床同比增长 35.3%，金属成形机

床同比增长 21.5%，工量具同比增长

17.7%，磨料磨具同比增长 33.6%，滚

图 1 是 2021 年 1 ～ 9 月与 2020 年、2019 年重点联系企业累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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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功能部件的增幅最大，为 79.9%。

各分行业全面实现盈利

2021 年 1 ～ 10 月，重点联系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显著增长，且所有

分行业全部实现盈利。机床行业长期以

来亏损或利润微薄的情况有所改善。

订单同比增幅较高

2021 年 1 ～ 10 月，重点联系

企业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29.4%。截至 10 月底，在手订单同比

增长 22.4%。其中，金属切削机床新增

订单同比增长 28.9%，在手订单同比

图 2 2021 年 1 ～ 9 月与 2020 年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和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同比增速的对比。

图 3 2021 年 1 ～ 9 月与 2019 年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和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同比增速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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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2.8%；金属成形机床新增订单

同比增长 30.7%，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48.6%。金属成形机床在手订单同比增

速突出，为下阶段稳定运行打下了很好

基础。

机床产量明显增长，成品库存有降

有升

据国统局公布数据，2021 年 1 ～ 10

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49.2 万台，

同比增长 31.9%；金属成形机床产量

17.4 万台，同比增长 6.1%。

图 2、图 3 分别是 2021 年 1 ～ 9

月与 2020 年、2019 年金属切削机床

产量和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同比增速的对

比。

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 1 ～ 10 月，金属切削机床

产量同比增长 27.4%, 产值同比增长

37.7%；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同比增长

23.0%，产值同比增长 27.0%。以上各

项产值增速明显高于对应产量增速，表

明单台机床价值有所提高。

2021 年 1 ～ 10 月，重点联系企

业存货同比增长 11.6%。其中，原材

料同比增长 19.0%，产成品同比增长

2.1%。金属加工机床产成品存货同比增

长 6.7%。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同比增

长 7.3%，金属成形机床同比增长 3.3%。

进出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 年 1 ～ 10

月机床工具进出口总体延续上半年良

好势头，继续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

26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2%。

2021 年 1 ～ 10 月机床工具进出口保

持了自 2019 年 6 月以来的顺差态势，

顺差为 39.0 亿美元。

进口方面，2021 年 1 ～ 10 月总体

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机床工具商品进

口 11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

其中：金属加工机床进口额 62.0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7.1%（其中，金属切

削机床进口额 5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1%；金属成形机床进口额 10.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8.2%）。切削刀具进

口额 1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

磨料磨具进口额 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

金属加工机床进口额排前五位

的是：加工中心 22.6 亿美元，占比

36.5%；特种加工机床 10.4 亿美元，

占比 16.7%；磨床 7.4 亿美元，占比

11.9%；车床 4.9 亿美元，占比 7.9%；

锻造或冲压机床2.5亿美元，占比4.0%。

2021 年 1 ～ 10 月进口来源居前

三位的分别是：日本 37.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4.1%；德国 24.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2.5%；中国台湾 15.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4%。

各商品类别的累计进口情况见图4。

出口方面，2021 年 1 ～ 10 月继续

保持大幅增长的趋势。机床工具商品出

口 15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8%。

其中，金属加工机床出口额 42.4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3.9%（其中，金属切

削机床出口额 3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9%；金属成形机床出口额 13.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3.8%）。切削刀具出

口额 3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4%。

磨料磨具出口额 33.0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3.2%。

金属加工机床出口额排前五位的

是：特种加工机床 13.3 亿美元，占比

31.4%；车床 4.1 亿美元，占比 9.8%；

成形折弯机 3.3 亿美元，占比 7.8%；

其他成形机床 2.9 亿美元，占比 6.7%；

加工中心 2.3 亿美元，占比 5.4%。

2021 年 1 ～ 10 月份出口去向前

三位的分别是：美国 19.5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6.5%；越南 11.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7.7%；印度 10.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2.8%。

各商品类别的累计出口情况见图5。

2021 年上半年机床工具行业上

市公司运行情况

机床工具行业上市公司集中了一批

行业优质和典型企业。这一企业群体的

运行情况对分析判断行业发展态势具有

重要意义。

我们选取行业特征比较突出的 53

家企业作为行业上市公司的重点监测和

分析对象。这 53 家上市公司中，深交

所主板 22 家，创业板 18 家；上交所主

板 6 家，科创板 7 家。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企业占 30%，

金属成形机床企业占 8%，工量具企业

占 13%，磨料磨具企业占 26%，数控

装置企业占 11%，机床附件和功能部件

企业占 8%，木工机械企业占 4%。

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末，重点监测

的上市公司资产总计 2181.2 亿元，较

年初增长 8.9%。负债合计 1076.5 亿

元，较年初增长 11.2%。资产负债率为

49.4%，较年初增长 1 个百分点。

重点监测的上市公司 2021 年上半

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28.1 亿元，同比

增长 40.5%。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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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53.6%。累计实现净利

润 46.4 亿元，同比增长 62.3%。2021

年上半年的亏损面为 13.2%，同比收窄

7.6 个百分点。

重点监测的上市公司 2021 年上半

年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10.3%，同比增

长 0.9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的企业占

64.2%。

从以上重点监测的上市公司资产、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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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和利润等各项指标的数据来

看，2021 年上半年机床工具行业上市

企业的整体运行情况都较上年同期有大

幅提升。但从利润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等指标的绝对数据看，多数企业

的盈利能力仍然偏弱。

行业运行特点

整个行业运行情况继续保持稳定恢

复和增长

从上述统计数据来看，机床工具行

业整体和各分行业 2021 年前 10 个月

主要指标同比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盈

利状况得到改善。机床工具行业整体上

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恢复和增长态势。

机床工具产品进出口呈持续增长态

势

2021 年前 10 个月机床工具产品进

出口同比大幅增长，出口增速远高于进

口增速，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金属加工

机床进出口彻底扭转了前两年负增长趋

势。

金属加工机床订单情况可喜

2021 年 1 ～ 10 月，金属加工机

床订单保持较大幅度同比增长态势。其

中金属成形机床行业在手订单同比增速

上明显高于金属切削机床行业，预示该

行业的恢复和增长有望加快。

上市公司增长较快，但多数企业盈

利能力仍然较弱

从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等各项指

标的数据来看，2021 年上半年机床工

具行业上市企业的整体运行情况都较上

年同期有大幅提升。但从利润率等指标

看，多数企业的盈利能力仍然偏弱。

行业运行不利因素有所增加

2021 年以来，疫情多次大范围反

复，自然灾害频发，工业原材料价格上

涨，国际物流受限，出口成本上涨等不

利因素对机床工具行业的运行带来较大

冲击，其中有些因素是三季度后新出现

的。同时，在国内外疫情影响下，产业

结构不合理，产业链、供应链某些薄弱

环节制约凸显。

近期拉闸限电和工业原材料大幅度

涨价问题已有所缓解，但对机床工具行

业运行及市场需求的后续影响仍不容忽

视。

2022 年机床工具行业形势预判

2021 年前 10 个月机床工具行业市

场需求比较旺盛，行业运行平稳恢复，

稳中向好，增长趋势明显，不考虑通胀

因素，我们预计 2021 年全年机床工具

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将在20%以上。

由于 2020 年疫情引起的基数效应

影响，协会重点联系企业 2021 年各月

累计营业收入增速逐月降低。月度环比

在上半年始终保持了增长，但 7、8 两

月的月度环比曾分别出现了 23.2% 和

9.6% 的下降，增势出现了波动。

从宏观经济环境看，2021 年下半

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全球疫

情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

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国内

部分地区受到疫情、汛情的多重冲击。

中国制造业 PMI 在连续 18 个月位于临

界点之上后，2021 年 9、10 两月位于

收缩区间，11 月重回临界点之上，为

50.1%。2021 年前 11 个月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5.2%，其中第二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11.1%，设备工

器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3.7%，汽车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3.2%，均

为近年来较低水平。同时，近几个月来

机床工具行业部分用户领域运行出现波

动。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稳增长将是

2022 年的突出任务。要求财政提高支

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投资。会议提出，各地区各部

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

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2022 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第

二年，并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可以预期

政策层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将超过常

年，这也将有力拉动机床工具的市场需

求。

综合考虑各种有利与不利因素，

预计 2022 年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将延续

2021 年的良好运行态势，但因 2021

年基数较高，2022 年全年营业收入等

主要指标可能与 2021 年持平或略有增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