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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焊线机市场分析



自动焊线机现状



自动焊线机定义及产品分类

自动焊线机用于引线键合，可分为球形焊线机，楔形焊线机，从自动化程度来看全自动和半自动焊线机

焊线机用于引线键合工序，将金
属引线与基板焊盘紧密焊合，目
的是实现芯片的输入输出端与应
用器件相连接，最终实现芯片与
基板之间的电气互连和芯片间的
信息互通。

定义

产品分类

键合形式 自动化程度

球形焊线机 楔形焊线机 全自动焊线机 半自动焊线机



自动焊线机原材料及部件供应情况

主要原材料

机加钣金件 电子元器件 外购标准件运动部件

精密机加件国产化相对容
易，一般对表面处理、精
密机加工等技术要求较高。

2019年中国电子元器件产
量已达67524亿只，当前我
国许多细分领域的电子元
器件产量已经稳居全球第
一，整个行业市场上占据
重要位置。据相关数据统
计，我国电子元件的产量
已占全球的近39%以上。

由于技术壁垒较高，我国
进入绝对值编码器市场布
局的企业数量少，国产产
品与进口产品相比性能差
距较大，进口产品价格高
昂。
中国直线电机技术越来越
成熟，大批国产品牌供应
商入市场并积极扩展客户，
并且可以灵活地为客户提
供满足特定应用要求的定
制型产品及方案。

由于国内小型企业规模较
小，受到资金和人才限制
影响，技术水平较低，多
数传感器企业集中于低端
产品的生产，以价格竞争
为主；高端产品集中在龙
头企业及外资企业之中，
以技术竞争和品牌竞争为
主。

机加件、钣金件、治具 PCB 板、贴片 IC、电子
元件、变压器

电机、驱动器、导轨、编
码器、光栅尺

线材、工控机、传动部件、
传感器、电气元件类、气

路模块、工业相机

焊线机部分原材料及部件可以实现国产替代化，但是编码器、光栅尺仍依赖进口



自动焊线机生产企业及应用领域

自动焊线机国内外企业均有生产，其应用领域主要为LED封接和IC封接

国
外

国
内

应用

LED封装
（保护电芯）

IC封装

通用照明

背光封装

显示封装

其他照明

51.20%

17.40%

13.80%

17.60%

通用照明

背光封装

显示封装

其他照明（景观照明、车用照明、信号及指示灯等）

LED封装应用占比

将微小的半导体
材料块被封装在
一个支撑壳中，
以防止物理损坏
和腐蚀。

从我国LED封装构成来看，我国LED封装产
品仍以通用照明器件为主导，市场规模占比达
51.2%，其次是背光封装及显示封装，市场规模
占比分别为17.4%、13.8%，其他应用如景观照明、
车用照明、信号指示灯等新兴领域占比为17.6%。



自动焊线机市场分析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销量（台） 增长率

中国焊线机销售概况

自动焊线机销售量随下游需求波动，国内厂商市占率较低

中国自动焊线机销量及增长率（2017-2022年）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销售规模（亿元） 增长率

中国自动焊线机销售额及增长率（2017-2022年）

近年，中国自动焊线机销量呈增长趋势，市场保有量持续上升，2022年由于
LED产业产能过剩等因素，自动焊线机的需求量减少，导致销量出现下滑。

整体来看，中国焊线机随销售量的增加而增加，近年来，由于部分下游产业需
求量的减少和国产替代化，总体销售额会有 下降的趋势。

阿达 德沃 凌波微步 其他企业

中国自动焊线机头部企业市场销售额占比（2019 Vs 2022）

从市场销售额及竞争格局上看，焊线机行业由海外大厂占主导，目前国内市场参与者主要包
括：美国K&S、中国香港ASMPT、日本Kajio，国内公司有阿达智能装备、德沃半导体、凌
波微步等，行业整体呈现出高度寡头垄断格局。当前，自动焊线机设备国产化率低，高端封
测装备仍依赖进口。
中国在封装核心设备研发制造上总体仍与国外企业具有差距，研发生产的设备在精度、技术
含量方面与国外主流机型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国际主流厂商均采用核心模块的全封闭闭环
开发模式，形成研发技术壁垒，以防止核心技术外流。由于核心模块需融合封装制程知识，
市场上缺乏有能力提供焊线机运动控制系统、力-位控制、超声波换能器控制等成套解决方
案的供应商，因此国内企业普遍缺乏系统性的机械、运控、光学的底层技术开发能力，导致
焊线设备的底层核心难点难以突破，不同模块间通信交互延迟严重，设备性能难以提升。随
着高动态、高精密的运动控制技术被国产厂商攻克，焊线机国产化程度将逐步提升。



自动焊线机行业发展分析



自动焊线机市场动力学分析

电子制造业及半导体行业的增长驱动焊线机技术升级和改进

驱动因素 行业痛点 机遇 挑战

Ø 电子制造业及半
导体行业持续增
长

Ø 产业政策有效扶
持

Ø 技术升级和产业
转型

Ø 技术创新和升级
需求

Ø 市场竞争激烈

Ø 技术水平不稳定

Ø 低附加值产品过
剩

Ø 人才短缺

Ø 电子制造业增长

Ø 技术创新和升级

Ø 产业转移和外资
投资

Ø 智能制造和工业
4.0

Ø 技术壁垒高

Ø 技术创新难

Ø 国际贸易和知识
产权保护

Ø 人才培养难



s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文化 科技因素 环保因素 法律因素

政 策 支 持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
推动制造装备产业发展环境持续
改善。所在行业将迎来更好的产
业发展环境，具备更加广阔的市
场空间。

人 才 培 养 难
LED及半导体封测专用设备行业
发展时间较短，行业高素质专业
技术人才的储备不足，人才培养
难度较大，高端复合型技术人才
的短缺制约了行业的快速发展。

无 环 保 影 响

自动焊线机生产和制造不属于国
家规定的重污染行业，环保因素
对行业的发展影响相对较小。

需 求 旺 盛

LED市场和半导体市场呈现持续
增长态，推动目标市场发展。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待 提 升

目前国内生产的焊线机多属于低
端水平，如果在工艺和精度上面
取得突破，在市场上会有比较大
的上升空间。

行业发展受制于知识产权法律、
出口管制法律、数据安全风法律
的制约与影响。

国家政策支持自动焊线机的发展，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成为行业发展关键

中国焊线机PESTEL分析

受 相 关 法 律
制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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