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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纪要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7

月 1日与投资者沟通交流如下：

一、投资者交流基本情况

项目 时间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公司接待人
员

1
7月 1日

14:00-17:30
特定对象调研

易方达、浙商证券、中加基
金、东方阿尔法基金

董秘韩红涛

二、投资者交流会议纪要

1．公司设立海外子公司有何目的？

答：公司拟在德国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基于海外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可

完善在欧洲等地的市场布局，增强与当地市场的交流与合作，为公司长远发展

奠定基础。首先，设立子公司提升欧科亿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通过本地

化运营，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强客户信任，增强品牌国际影响力。其次，

直接布局海外市场，能够更有效地拓展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覆盖

率，同时提供更及时、更专业的售后服务，增强客户满意度。最后，公司希望

通过海外市场的直接反馈，可以更快地了解国际先进技术和市场需求，促进产

品和技术的迭代升级，加速出口替代进程。

2．公司新投资钨丝生产线与现有业务存在协同吗？

答：公司投资钨丝生产线的产品与硬质合金刀具均为钨合金产品，公司在

钨合金的产品研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掌握了合金制造的关键技术，

本项目与现有业务具有较好的技术协同性。钨丝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钨粉，公

司钨原料采购数量较大，不仅拥有对供应商的较大采购议价权，而且采购策略

的调整空间也较大，可以根据对于钨市场价格的预判，灵活调整采购量和合理

安排库存量，因此，本项目在原料采购方面与现有业务能完全协同。本次拟投

资的钨丝产品在光伏行业等领域显现较高的应用价值，同时，公司硬质合金刀

具属于钨产业链，本次投资建设钨丝生产线符合公司的钨产业链战略布局。

3．公司投资钨丝产品有哪些准备？

答：首先是技术及人才储备方面，公司联合项目合作方开展前期钨丝技术

开发，已实现钨丝产品小批量试制，并取得了上市公司的客户验证和小批量供

货。公司通过引进外部团队，同时，公司内部调配了现有钨产品开发人员参与

前期项目研发，储备了项目实施需要的技术、生产及销售人才。同时，新公司



也将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合作，积极拓展相关业务。此外，公司已购置研发

设备，完成小批量产品试制，并已完成本项目所需设备的选型与前期洽谈。项

目实施厂房采取租赁现有厂房的方式，为已装修工业厂房，水、电、消防设施

齐全，项目实施条件已完备。

4．2024年整包业务有何进展？

答：2024年，宝马曲轴的整包项目已进入稳定运营，该项目对公司承接大

型整包项目特别是汽车产业链的整包业务有极大的示范效应。目前，公司正在

快速推进与国内核心整车厂及汽车零部件厂的整包业务。同时，业务领域也进

一步拓宽，包括航空航天、3C、模具、轨道交通、医疗器械以及风电行业等。

5．目前国产刀具的发展机遇有哪些？

答：首先来自高端进口替代，当前高端数控刀具国产替代还有较大空间，

国产龙头刀具企业技术和实力不断提升，进口替代模式也愈加成熟。其次，下

游应用领域不断有新的需求交替出现，带来新的刀具增量，如航天航空领域、

新能源领域、钛合金加工以及设备更新换代等。此外，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

提升，机床数控化率提升是必然趋势，还存在很大的数控刀具增量需求。最后，

当前出口机遇良好，刀具是全球切削加工耗材产品，在海外市场具备非常大的

潜力，市场规模是国内的 5-6倍以上，国产刀具在全球份额将快速提升。

6．公司在数控刀具产品和市场方面有哪些中长期规划？

答：产品方面，重点开展基础材料技术的研究，比如新型涂层材料开发、

金属陶瓷、超硬材料等；同时向工具系统、刀具领域拓展，丰富产品线，完善

终端客户整包方案产品体系。在市场方面，稳步推进营销策略，积极开拓下游

领域的优质市场，深入终端需求，开展终端领域重点市场，完成重点客户、重

点场景的刀具整包方案；加大海外开拓力度，海外布局持续完善，提升海外收

入占比。

7．公司今年出口比例和重点发展方向有什么考量？

答：今年出口业务发展迅速，特别是数控刀具方面的出口比例希望能达到

20%-30%左右。海外空间巨大，国产刀具占比还非常低。欧美市场是今年出口增

长较快的区域之一。公司投资设立欧洲子公司，重点发展并突破欧美市场，从

刀具结构与消费情况来看，欧美市场仍处于中高端领先市场，并且制造区域聚

集，市场前景较好。

8．如何看待公司整包业务的盈利情况？

答：公司整包业务模式致力于为终端客户提供全套刀具产品及刀具现场管

理和服务，包括刀具方案、刀具采购、刀具库存管理、刀具质量寿命管控、刀

具问题分析以及刀具持续优化降本增效等。一方面，公司参与客户刀具集配采

购及刀具库存管理，快速拓展进入终端客户的产品类别，提升整包业务自有刀

具占比，提升整包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公司积极进行客户现场刀具管理及工

艺改进，介入现场精细化加工管理，优化刀具使用价值，提升加工效率，降低



整体加工成本，提升公司利润空间，增强客户黏性。此外，整包业务模式通过

承包客户未来几年的加工量，绑定客户中长期加工方案，有利于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开发关系。

9．开拓终端客户的核心驱动力有哪些？

答：主要是价格、品质、技术、服务等综合因素。首先，刀具企业需要具

备服务终端客户所需的产品能力、产能规模、刀具服务综合能力以及对零部件

加工场景理解能力，国产刀具产品性能达到进口刀具的使用标准甚至优于先期

使用产品。其次，刀具应用属性很强，刀具企业需要快速响应、参与工艺技术

优化，对其技术研发储备和实力要求很高。再次，终端制造领域对降本增效存

在迫切需求。国产刀具性价比优势明显，可以使得客户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大

幅下降。

10．数控刀具产品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答：随着国内机械加工行业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的提高，我国新增机床的

数控化率逐步提升，对数控刀具加工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首先，加工效率

的提升对数控刀片的高温性能、耐磨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我国

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工件材质复合、复杂程度提升，数控刀具也需要随之不断

迭代升级，展开对涂层硬质合金刀具、金刚石涂层刀具等复合涂层产品课题研

究，从基础原理着手提升数控刀具加工性能成为重要手段。最后，下游加工场

景复杂程度提升，参与下游场景加工工艺设计和现场管理也成为提升数控刀具

产品加工效率和加工性能的有力方式。

11．装备方面的考虑有哪些？

答：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研发设备是公司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能力的可靠保

障，公司重视投资规划、持续对高端生产和研发设备进行高额投入，推动技术

和装备的有机融合。公司重点工序均引进世界一流的生产、研发、智能化辅助

设备以及检测仪器设备，配备严格的生产、质量控制和工艺体系，发挥公司在

研发产业化、生产成本以及品质管控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