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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5； 

共同实现机床与轴承的产业升级 

中国机床工具协会市场工作部副部长 屠景先 

中国机床 60 余年来，已经由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特

别是“十一五”期间，机床工具行业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 34.46%，这是一个惊

人的发展速度，从而使中国机床工具行业一跃成为全球第一生产大国，第一消费

大国，也是第一进口大国。至 2011年末，国统局数据显示：2011年机床工具行

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6606.5亿元，同比增长 32.1%。机床工具行业累计完成产

品销售产值 6424.9 亿元，同比增长 31.1%。其中：金属加工机床行业工业总产

值为 2130.2亿元，同比增长 26.4%。金属加工机床产量为 109.9万台，其中数控

机床产量达到 27.2万台，分别比同期增长 11.7%和 20.0%。 

据我协会测算，2011 年国产金属加工机床国内市场占有率（按金额计）为

66.1%，较 2010年降低 0.8个百分点；数控机床市场占有率为 56.6%，较 2010年

降低 0.1个百分点。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机床工具行业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今年增速下滑更为显

著，逐月走低，金切机床小行业已是负增长，数据明显显现出市场疲软之态。从

我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的实际情况比国统局数据显现得更为严重，其产销、利润均

呈负增长，在手订单和新增订单均大福下滑，库存明显增加，预计全年难以维持

增长态势。上半年国统局的统计数据如下：机床工具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3299.8亿元，同比增长 11.6%。其中：金属加工机床行业工业总产值为 911.9亿

元，同比减少 1.2%。金属加工机床产量为 52.75 万台，其中数控机床产量达到

11.24万台，分别比同期降低 9.8%和 17.7%。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机床行业的经济运行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但我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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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金属加工机床产量虽然下滑速度很快，但产值却没有同比下滑。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机床的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本次宏观经济调整中，受影响最

大的是低档机床，包括低档数控机床。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机床市场需求结构变

化明显，如果说原来的市场需求是呈金字塔型，即低档机床需求量最大，高档机

床需求最小，而现在则已呈枣核形，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水滴形，即低档需求开始

缩小，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已变为中档机床。 

实际上，近十年来我国机床产品的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在国

家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我们相当一部分产品基本解决了从“不能做”到“能做”

的问题，当然离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制造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还必须完成从“能

做”到“做好”的跨跃。但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们的中高档机床所配置的功能

部件、主要零部件，包括轴承，基本都是依赖进口的。换言之，我们如果离开了

功能部件、主要零部件的进口，我们就又回到了“不能做”的状况，更不能奢谈

什么做精、做细、产业化等。这实际上涉及到产业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

度认识。 

机床用的轴承品种很多，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机床主轴、滚珠丝杠、回

转工作台所配置轴承，不同于其它用途的轴承，有其特殊的要求，而且随着机床

产品的升级，其要求也越来越高，故仅就这三类配套轴承总结需求的主要特点：

第一是精度。主轴、滚珠丝杠、回转工作台在工作时都需要做高精度的回转，主

要体现在径向回转精度（所谓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精度（所谓轴向跳动）两方

面，因此要求轴承具备同样的品质，或更准确的说，轴承应具备比主轴、滚珠丝

杠、回转工作台更高的精度（轴承精度只是主轴、滚珠丝杠、回转工作台回转精

度组成的一部分）。第二是刚度，即在载荷下（静、动载荷）抵抗变形的能力。

机床作为工作母机，刚度也就意味着精度。因此，轴承除需具备自身的刚度外，

还须根据机床的设计，满足增强某一方向的承载能力或者为消除热变形影响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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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第三是高速。高速是机床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机床主轴转速、进给速度均

有大幅提高，对高速轴承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陶瓷轴承、磁力轴承等新型轴承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长期以来，我国中高档机床所配置的轴承，大都采用国外进口的品牌产品，

如：瑞典 SKF 轴承，德国 FAG 轴承，日本 NSK 轴承等等。为什么国产轴承就

不能进入中高档机床的主流市场，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项主要原因： 

第一、综合起来看，国产轴承行业存在的问题与其机床行业相似，概括起来

说是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缺少精品、特色产品、品牌产品和创新产品。 

第二、对市场细分研究分析不透，对用户行业的需求不甚明了，产品品种单

调，规格不全，不能满足市场多样性的需求。 

第三、产品质量同样存在“形似神不似”的问题，从设计、材料、热处理、

加工、装配到管理，各环节上都与国外先进企业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精度、寿

命、耐用度、可靠性以及技术性能参数等方面都不敌国外竞争对手。 

在此，我们就普遍存在的现象提出一些看法，不见得正确。我们希望能够

使供应商和用户相互交流、对话，相互了解，加强机床制造企业与轴承制造企业

的技术合作，充分发挥行业和企业的优势，突破机床高端轴承配套的共性核心技

术，改变机床高端轴承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我们更希望由此建立一种长期合作

的机制，共同实现机床与轴承的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