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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电动

工具行业经过资产重组，加大吸收外

资力度，已形成以股份制企业、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具有一定开

发设计能力，已能大量生产手持式、

可移式、电池式三大类共300多个品

种、500多个规格的电动工具产品的

行业。我国电动工具行业已形成以

出口为主、内销为辅，能满足工业、

农业、建筑装修、园林、DIY用等

领域的需要，逐渐在国民经济、外贸

出口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受到重视

的行业。

据电动工具行业年报统计，

2003年我国纳入统计的44家企业，

共生产电动工具6280．22万台，总

产值达89．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8．7％和9．3％；销售量6280．95万

台，销售收入88．95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9．9％和9．5％；实现利税8．

52亿元，职工人数24260人，工业

全员劳动生产率52966元／人年。

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我国电

动工具无论产量、销售量都远远超

过年报统计数。近年来我国电动工

具出口量已占年产量的88％以上。

据估计，我国电动工具年产量占世

界电动工具产量的70％，电动工具

出口金额约占世界电动工具出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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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40％以上，我国已成为世界电

动工具主要制造基地，是世界电动

工具的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十五”前三年，我国电动工具

在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拉动下，电

动工具行业出现了产销持续增长的

可喜现象。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

国电动工具出口15461．1万台，创汇

20．3 1亿美元，分别比2000年的

8512．3万台、创汇12．25亿美元增

长81．6％和65．8％。2000年～2003

年电动工具产量和产值的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22．1％和18．4％，大大高

于“十五”电动工具行业规划年均增

长10～11％指标。在电动工具持续

高速增长的拉动下，近年来电动工

具行业的经济效益已走出低谷，有

较快的增长。据行业年报显示，2003

年纳入统计的44家企业共实现利税

8．52亿元，其中上缴税收2．35亿元，

实现利润6．17亿元，分别比1998年

的1．11亿元和1．28亿元增长111．7％

和382．0％。l 998--2003年实现利税

和实现利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

2％和36．9％，2003年的人均利税达

3512元，产值利税率9．5％，资金利

税率为l 4．9％，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52966元／人年，均高于1998年的

水平。

就整个行业来讲，无论是产量、

产值、出口量、出口创汇以及经济效

益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当然，由于体制与机制的差异，

行业内部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

讲，国(境)外独资企业、股份制企

业及民营企业发展很快，经济效益也

高，2003年行业内亏损的4家企业都

是国有企业及负担重的老企业。

电动Z具持绩进口大子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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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动工具出口经过20世纪

9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后，2000年

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

电动工具出口又出现了新的增长。

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出口电动

工具整机1．55亿台，创汇金额(含电

动工具零部件)20．3l亿美元，分别

比上年增加21．1％和19．98％。据海

关统计，1990～2003年13年问，电动

工具出口金额和创汇金额的年均增

长率分别高达63．5％和51．5％，而同

期电动工具产量和销售量的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38．9％和39．1％。电动

工具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大大拉动

了我国电动工具高速发展。电动工

具的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电动工具

行业在我国电器工业中的地位和影

响力。

目前我国电动工具出口中出现

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出口大大高于进口。1992

年以前，电动工具都是进口大于出

口，自1993年电动工具出口创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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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进口用汇后，电动工具出口出现了

持续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而电动工

具进口则停滞不前。2003年我国出

口数量和创汇金额分别是电动工具

进口数量和用汇金额的240．4倍和

21．2倍。

二是出口地区继续以欧美地区

为主。2003年出口到这两大洲的电

动工具为1．187亿台和15．83亿美

元，分别占当年电动工具出口总量

的76．7％和77．9％。特别是出口到

北美洲的比重增长很快，创汇金额

在出口总金额中所占比例从1995年

的11．1％增加到2003年的33．0％。

三是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增加。

2003年我国电动工具出口已遍及世

界六大洲的160多个国家或地区，比

1997年的109个国家、地区大幅度

增加。2003年我国电动工具出口的

前10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德国、

英国、比利时、荷兰、法国、日本、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香港，其中

出口到美国的最多，其出口份额占

年出口创汇金额的29．6％，对德国、

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出口，创

汇金额都超过1亿美元。

四是出口产品结构日趋均衡化。

“十五”期间，我国电动工具销产率

都在98．5％以上，出口的比重占年

销售量的87％以上。近年来，我国

电动工具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九五”初，随着电池式工具、角向

磨光机、平板砂光机及冲击电钻等

产品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各类电钻

及砂磨工具的出口比重很大，分别

占1995年电动工具出口额的44．7％

和35．7％。近年来，随着曲线锯、电

圆锯等锯割类工具及电锤、雕磨机、

砂磨机等其他类工具出口的大幅度

增加，出口产品结构有了很大变化，

各类电钻的出口虽然仍居出口量之

首，但产品比重从1995年44．7％降

到2003年的39．4％；砂磨类工具从

1995年的35．7％降到2003年的18．

8％；而同期各类电锯和其他电动工

具分别从1995年6．9％和9．2％增

到2003年的18．4％和15．4％。电动

工具零部件出口比重增长最快，从

1995年的1．9％增到2003年的6．2％。

质量不宣．自主吕辟少．价格

誓——毫嗣Z具的兰大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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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

动工具发展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的好势头，加入WT0给我国电动

工具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

我国电动工具已融入世界电动工

具大市场，国内生产、销售已与海

外电动工具市场融合一体，成为

世界电动工具主要的制造基地和

出口基地。在电动工具持续高速

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也存在着一

些问题。我国生产的电动工具与

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也存在不少

问题与差距：

l、产品质量与水平

近年来，我国电动工具产品质

量已不断提高，也开发了一批上水

平的新产品。但总的来说，除外资企

业生产的产品外，我国目前生产、出

口的电动工具，质量和档次并不高，

出口的产品大多用作DIY(自己动

手做)工具，不能作为专业工具用。

目前我国生产的工具，与国外先进

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是

单位重量出力低。以电钻为例，国产

电钻的单位重量出力大都在120w／

kg以下，国外先进水平都在150w／

kg，有的超过200w／kg。角向磨光

机差距更大，国产角向磨光机大都在

200w／kg以下，国外先进水平都在

250w／kg以上，高的大到450w／kg

左右；二是国外产品大都采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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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还有不少采用电子控制，除了

调速功能外，还有起动保护、过载保

护、力矩控制、电刷自停保护量显示

以及待机显示等。国产产品仅有部

分产品采用电子调速，电子控制产

品刚开始开发；三是噪声、振动大。

国产电动工具噪声约比国外高2分

贝以上，有的还有高频尖叫声，国外

先进水平产品声音柔和，并经振动

试验，表明振动指标，我国尚未开展

此项研究；四是国外先进水平产品

均开发了一批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

的产品，产品外形美观，操作时振动

小，操作舒适，低疲劳，避免长期手

持操作而产生腕管综合症等。此外，

产品使用寿命及外形美观等有很大

差距。

2．定牌生产多，自倒品牌少

我国出口的电动工具，除外资企

业及部分企业生产的产品外，绝大多

数是OEM定牌生产、“中性包装”，

采用自己品牌出口的产品很少，更无

名牌产品。因此，我们的许多企业，

实际上只是国外产品的生产加工车

间。“定牌生产”和“中性包装”国

内生产厂只需要组织生产，不必担心

产品销售，对于加速电动工具出口，

扩大在国外电动工具市场上的占有

率起了推动作用。如果长期处于“定

牌生产”“中性包装”阶段，不仅无法

打开自己的销售渠道，难创自己的品

牌，只能成为国外厂商的生产基地，

出口价格也难以提高。因此不能长

期停留在“定牌生产”‘中性包装”阶

段，应该积极创造自己的品牌，并力

争创出中国生产的名牌产品。

3、出口价格持续下跌

近年来，我国电动工具出口价格

出现持续下跌。1995年我国电动工

具整机出口平均为14．72美元／台，

零部件为5．2l美元／公斤，到2003年

电动工具整机出口跌到12．32美元／

2004．6 D／O／G／Y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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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零部件为4．63美元／公斤，而同

期电动工具进口价格则大幅度上升，

整机从1995年的25．4美元／台增到

2003年的47．9美元／台。在电动工

具整机中，出口价格跌幅较大的是电

刨，1995年-2001年每年平均下跌

16．3％，砂磨工具每年平均下跌6．3％，

各类电锯每年平均下跌5．6％，各类电

钻平均每年下跌2．5％。电动工具出

口价格持续下跌的原因，虽有出口大

幅度增加。薄利多销的因素，但更主

要的是低价竞争愈演愈烈造成价格下

跌。这种无序低价竞争的加剧，严重

影响了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些出

口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的边缘，而且

还影响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更严重

的是，如果出口价格继续下跌，有可能

引起某些国家反倾销，这种情况应当

引起行业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出口：电动工鼻出口年均增长

率在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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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7年世界电动工具销

售量的年均增长率为4．2％，1 997

年世界电动工具年销售量为9300万

台，销售金额约72亿美元，估计目前

世界电动工具年销售额约100亿美

元。世界电动工具最大的市场在北

美洲，占世界电动工具销售额的

44％，其次是欧洲占35．3％，亚洲第

三、大洋洲第四、拉丁美洲第五、非

洲最少，国外电动工具市场的趋势

是：

1、电动工具销售继续增长

国外电动工具销售量最大的国

家是美国，2000年电动工具销售额为

43．13亿美元，接着是德国、日本、英

国。据国外预测，今后美国电动工具

需要量以每年4．5％增长。美国目前

销售量最大的是电锯，占电动工具销

售额的14％，预计今后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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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7％。欧洲电动工具经过上世纪

90年代初的负增长后，已出现增长趋

势。1993-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

8％，2000年达到35亿美元。欧洲最

大的电动工具市场在德国，约占欧洲

市场的35％，接着是英国、法国、比

利时。

2、压缩本国生产，大幅度增加

进口

随着经济不景气及产业结构的

影响，为了提高竞争力，国外电动工

具产业正在进行调整。电动工具属

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生产显

然成本过高，欧、美等发达地区正在

将电动工具制造基地转移到海外生

产，特别是转移到中国生产。20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德国德等国的电

动工具产量和销售量明显下滑，而进

口量大幅度增加。如日本1990年电

动工具产量、销售量都在1300万台

左右，到1998年产量降到768万台，

而电动工具进口急剧增加，从1990

年4．4万台高速增加到1997年233

万台，用汇金额约1．2亿美元，1997

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电动工具l 54．7

万台、4420多万美元，占当年进口的

66．3％和39．3％。德国电动工具销

售量从1995年的约1100万台降到

1997年的1000万台。美国1999年

进口电动工具15．7亿美元，其中从

中国进口2．84亿美元，略少于从日

本进口的3．15亿美元，2003年我国

电动工具对美国的出口6．02亿美

元，已大大超过日本，居美国电动工

具进口的第一位。

3、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大力发

展电池式电动工具

整个20世纪，世界电动工具生

产和销售主要是以串励电动工具为

主，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上

世纪80-90年代，以串励电动机为动

力的电动工具得到新的发展。但随

着电池式电动工具，特别是可充电电

池性能和快速充电器的开发，电池式

电动工具发展很快，已成为国外电动

工具的发展趋势。国外各主要电动

工具制造公司纷纷预言“当前的发

展趋势是向电池式工具发展”、“今

后20年内的主要进步，可望在这个

方面”、“这种变化带来从气动工具

向电动工具的爆炸性发展”。目前国

外电池式工具有DIY、专业用、园林

工具用50多个品种。最近美国开发

了一种电池式螺丝刀，可用来替代生

产线上的气动螺丝刀，从而实现装配

生产线上无线化操作。近年来，国外

电动园林工具需要量越来越多。

2000年仅美国园林工具市场销售额

就高达82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

汽油机为动力的园林工具，电动园林

工具的比例很少。由于汽油机为动

力的园林工具及链锯废气排放时对

环境污染严重，噪声也较大，随着电

池式园林工具及电池式电链锯性能

的提高，美国有人预测，今后在生产

线上，电池式工具将替代气动工具。

在园林工具上，电池式园林工具及电

链锯将逐步取代以汽油机为动力的

园林工具和链锯。

4、我国电动工具出口仍有可能

进一步增长

目前我国电动工具出口创汇额

约占世界电动工具年销售额的四分

之一，但在国际市场上仍有较大的

增长空间，其理由是：

(1)随着电池式电动工具使用

领域的不断扩大，世界电动工具销

售量将有较大的增长。国外有人预

计21世纪的世界电动工具销售量年

均增长率约为4％。

(2)电动园林工具、各类电锯是

电动工具的潜在市场。随着绿化工

程的需要量越来越大，2000年仅美国

园林工具市场销售额高过8 2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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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汽油机为动

力的园林工具，电动园林工具比例很

少。据报道，1996年世界电动园林工

具(主要是电动剪草机)销售额约为

10亿美元(不包括在世界电动工具

销售额内)。手工锯在美国市场也很

大，2000年美国手工锯销售额为15．

73亿美元。随着电池式园林工具和

电池式电链锯有逐步替代汽油机为

动力的园林工具和链锯的倾向，今

后电动园林工具及各类电锯的需要

量将逐步增大。目前我国出口的电

动园林工具近100万～200万台，而

电池式锯割工具刚刚开发，因此今后

扩大电动工具，电池式锯割工具及生

产线上用的电池式专业工具将是我

国扩大电动工具出口的重要潜在市

场。

(3)加入WTO后，随着吸引外

资力度的加大及为了提高竞争能力，

国外著名电动工具在华建立独资企

业，将本国(或海外)的生产地逐步

转移到我国。由于我国电动工具零

部件配套齐全，生产成本低，产品又

使用原来品牌，因此这些企业的生产

能力将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将成为

我国扩大电动工具出口的重要方面。

据以上分析，“十一五”期问，我

国电动工具出口将进一步增长，预计

电动工具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10～

15％。

国隆电动工晶年均增长率约

10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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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国内市场分析

据年报统计，2001年电动工具

国内销售量为348万台，加入未列入

统计的企业在内，国产电动工具在

国内的总销售量约1500万台，占电

动工具年销售量的12％左右。目前

每年进口的电动工具约100～150万

台。国产电动工具在国内销售的产

品主要是金属切削类工具、装配类

工具及建筑类工具中的电锤和石材

切割机。砂磨类工具中的角向磨光

机、木工类工具中的曲线锯、电圆

锯、电刨以及建筑类工具中的冲击

电钻等电动工具的内销量虽然较大，

但在生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

原因是外贸出口数量所占比重很大。

目前，国产电动工具内销量最大的10

个产品是角向磨光机、电钻、电锤、

石材切割机、曲线锯、电圆锯、电木

铣、型材切割机、电刨和冲击电钻。

2、国内电动工具销售受到国内

宏观经济的制约

长期以来，国内电动工具的销

售受到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

“九五”前三年，由于受国内宏观经

济调控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基建

等行业普遍不景气，电动工具内销

量增长幅度不很大。1999年以来，宏

观经济明显好转，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增加特别是许多重点、工种基础

设施的开工以及建筑及装潢业的兴

旺以及城乡电网改造及水利建设等

的拉动电动工具内销量明显增加。

3、国内市场需求预测

建筑及建筑装潢业是我国电动

工具的主要市场之一。据了解，为了

实现安居工程，“十五”期间全国城

建住宅建筑每年约新增4亿平方米

建筑面积，需投资5000多亿元，预

计每年需新购电动工具5亿多元。此

外，住宅装潢、装修业的兴起，对电

动工具的需求量将日益增长。预计

每年用于建筑及住房装潢上的电动

工具将超过10亿元。近年来，钢铁、

水泥、石化、三峡工程、西气东输、

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开工，以及

奥运工程、申博工程即将开工，这些

重大工程的建设都需要电动工具。

此外，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日

市场分析／MARK[T·CEEIA

常维修工作量日益增多，自己动手

用工具(DIY)将成为国内电动工具

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据预测，

“十五”后两年及“十一五”期间，电

动工具国内市场的年均增长率约

10～12％．

“+i五”期间

重点开冀的产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为了实现“十一五”的发展、目

标，新产品开发和科研重点是：

(1)积极开发电子产品，广泛应

用电子技术是提高产品性能、扩展

功能、保证产品安全运行的关键。目

前电子技术产品，既有电子调速(丛

0～额定负载无级调速)、电子控速

(额定负载转速、接近空载转速或与

空载转速相等)，又有多种电子保护

(如过载保护、过热保护、电刷磨损

自动保护)和电子控制(如扭矩控制

等)，采用电子技术的产品有冲击电

钻、电钻、电锤、角向磨光机、曲线

锯等几十种。“十一五”期间重点是

在提高电子调速产品的性能的基础

上重点开发电子控速、电子控制的

产品。

(2)大力发展电池式电动工具，

重点是开发生产线上专业用的电池

式电动工具、电池式锯割工具、电池

式电锤。电池式工具大都采用电子

调速和电子控速以及采用人体工程

学设计电动工具。

(3)加速发展电动园林工具，重

点开发电动割草机、电动修篱机、电

动修枝机、电动粉碎机等以及电池

式园林工具。

(4)积极开发B级绝缘的电动工

具，提高我国电动工具的等级。目前

我国生产的电动工具都采用E级绝

缘结构，因此国内生产的电动工具

耐热等级为E级。而国外有些国家特

2004．6 D／Q／G／Y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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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美国，绝缘结构的耐热等级有

A、B、F、H、C级而无E级，因此

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工具只能作

为A级出口，目前我国到美国的电

动工具约占我国电动工具出口的

30％，除了电池式工具外绝大多数

都是串励电动工具，由于只能作为

A级电动工具出口，严重影响了出

口创汇的提高。目前电动工具用串

励电动机B级绝缘机构已研制成功，

在电钻和角向磨光机上使用后，于

B级温升考核时寿命分别为500小

时和2004、时以上，为开发研制B级

电动工具创造了条件，为了提高出口

创汇和提高单位重量出力，应积极开

发B级电动工具以满足出口美国的

需要。

(5)大力开展人体工程学技术

研究，并应用于电动工具设计。采

用人体工程学研究设计电动工具是

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产品开

发的新动向。国外新开发的电动工

具都特别标明是采用人体工程学技

术生产的，它具有低振动、操作舒

适、减少疲劳、降低因长期手持电

动工具操作产生的职业病等特点。

因此，我们应贯彻以人为本、积极

开发研究人体工程学技术的电动工

具，重点是开发生产线上用的装配

类工具及振动、噪声小的角向磨光

机、电锤、冲击电钻、曲线锯以及

电池式工具。霹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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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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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泳元：高级工程师；陆顺平：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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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涨价

欧盟

电动工具的突围之道
●文／全国电动工具生产力促进中心黄涛

2003年是我国电动工具行业又一个快速发展年，国内集约化

企业在逐步形成，如江苏金鼎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中强电动工具有限

公司、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等；国外独资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如日

本牧田株式会社、德国BOSCH、美国B＆D、TTI公司等；中小企

业蓬勃兴起，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行业面临的热点问题也不少——

原材料涨价冲击：

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1月的统

计数字，与去年同期比，钢材涨幅为

27．0％，板材涨幅为30％，线材涨

幅为33．1％，铜材涨幅为14．8％，原

油涨幅为8．7％。

出口面临技术壁垒冲击：

当前的技术壁垒主要是欧盟议

会和欧盟理事会第22EC号《关于在

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

物质指令》，对汞、镉、铅、六价铬、

多溴联苯(P B B)、多溴二苯醚

(PBDE)等六种有害物质进行限制

使用，指令从2006年07月01日起

开始执行。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第2002／96／EC号《关于报废电子

电气设备指令》，目的是维持、保护

和提高环境质量，保护人类健康及

合理谨慎地使用自然资源。指令规

定了制造商全部承担报废电子电气

设备的收集责任与费用。规定了历

史垃圾费用由目前市场占有者按比

例分摊的原则，并界定历史垃圾的

年限为2005年08月31日前。成员

国将保证在2006年12月31日前，电

动工具(属于第10类)制造商应符

合下列目标：回收率为每件器具平

均重量的80％以上；组件、材料和

物质再利用和再循环率为每件器具

平均重量的75％上。

我们的电动工具行业应该怎么

应对呢这两个问题呢?

◆}一．直面原材料涨价：

1)集中采购：控制采购成本，

发挥量大价优的规模优势，加强集

中采购，发挥地域优势，如永康地

区、启东地区，联合采购，大的集团

公司集中采购等。据了解海尔集团

仅对钢材、化工材料、电子零部件等

原材料集中采购，就为公司节约成

本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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