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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2024金刚石产业大
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当
天上午，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超硬材料分会联合河南省超硬材
料协会广泛调研并编写的一份重
量级的行业报告——《培育钻石产
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简称《白
皮书》）现场发布。

培育钻石，是通过模拟天然钻
石的生长环境，经由人工培育合
成、具备首饰应用价值的宝石级人
造金刚石单晶。作为珠宝配饰的
新兴品类，近年来，培育钻石凭借
其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在产
业端投资与需求端推广的双重牵
引下，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议程呈
现，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
材料分会秘书长孙兆达现场发布
了《培 育 钻 石 产 业 发 展 白 皮 书
（2024年）》。

白皮书由河南省超硬材料协
会组织编写，经过广泛的行业调研
和专家系统性指导，全面总结了培
育钻石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在
资本的加持下，产业端生产技术不
断改进，成本进一步降低，供应端

产能逐步释放，推动了培育钻石价
格的持续下降，受众消费人群也随
之扩大。这一系列积极因素的叠
加，使得培育钻石产业已经成功跨
越起步探索阶段，迈入了规模发展
的新纪元。

《白皮书》内容丰富，共计八大
章节，字数超过 40000 字，涵盖了
行业概况、产业链分析、培育钻石
合成技术、培育钻石切磨加工、培
育钻石鉴定分级、产业动态及大事
记、行业风险与机遇、未来趋势展
望及产业推进建议等多个维度。
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白
皮书不仅揭示了当前培育钻石产
业的现状，还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
了展望，为行业发展、企业决策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谈及 培 育 钻 石 市 场 发 展 历
程，孙兆达表示，行业逐步规范，
下游认可度提高。如美国联邦贸
易 协 会 及 主 流 鉴 定 机 构（IGI、
GIA）认可培育钻石地位，检验机
制逐步完善；钻石厂商推出培育
钻石子品牌，国内配套的行业组
织相继成立，培育钻石的市场影
响力越来越大。

谈及培育钻石产业链分布，
孙兆达提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培育钻石毛坯生产国，其中HTHP
培育钻石毛坯产能主要分布在河
南省。但全球最多的培育钻石裸
钻加工则是在印度完成，占比高
达 80%，最大的培育钻石消费市
场是在美国，培育钻石渗透率约
为55%。

孙兆达表示，上游市场方面，
目前培育钻石毛坯出厂价格降幅
收窄，但成本定价大势所趋；中游
市场方面，印度培育钻石进出口渗
透率环比降低；下游市场方面，培
育钻石价格指数下探，但C端价格

相对稳定，而美国作为最大的消费
市场，培育钻石渗透率逐年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培育钻
石需求稳步增长。”孙兆达表示，从
市场推广来看，消费者对培育钻石
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相信下一步有
望成为培育钻石消费大国。

孙兆达介绍，调研发现，目前
行业主力企业正在布局培育钻石
产能，但具体释放仍需要等待市场
的进一步发展。产品技术提升方
面，中南钻石、国机金刚石、四方
达、力量钻石等都在开发更高克拉
和纯度更高的产品，这类产品主要
应用于未来工业领域，并在功能材
料方面进行布局。

“目前，国内的激光加工和自
动打磨贴膜技术已经成为主要技
术路线，国内的加工技术和标准化
技术在市场上有望不断拓展，并进
一步占据优势地位。”孙兆达表示，
下一步，下游品牌的布局将更加频
繁，一些前期布局的牌子可能会逐
渐消失，后期进入的品牌有望逐步
扩大，相信更多国内金刚石品牌将
进入这个阶段。

谈及未来发展，孙兆达表示，
作为未来材料的金刚石功能材料，
也被认为是声光电热的加速器，相
关产业技术发展越快，未来功能材
料的发展步伐也越快。

孙兆达建议从培育钻石项目
的发展、贸易、市场销售和品牌零
售等入手着力布局，三个方面缺一
不可，而这对于培育钻石下一步发
展至关重要。希望《白皮书》的发
布，能够进一步推动培育钻石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的紧密合作，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方宝岭

中国培育钻石毛坯产能占全球市场八成

《培育钻石产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发布
透视行业全景格局 推动培育钻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钻石之城”郑州绽放璀璨时刻

2024金刚石产业大会站上新高点
从“工业牙齿”到产业明珠 郑州“硬实力”开启发展新篇章

发布《培育钻石产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
（简称《白皮书》）等行业报告，现场签约项目 30
个……11月 8日，2024金刚石产业大会开幕式
及主旨报告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
以“汇聚产业链优势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题，
致力于打造全球金刚石技术前沿、产业趋势和应
用成果的交流展示平台，促进政、产、学、研、金、
服等环节深化合作。

郑州是中国超硬材料行业的人才聚集区、科
技创新中心和产业基地，拥有完整的培育钻石产
业链，现有超硬材料链上企业122家，产业规模近
200亿元，培育了郑州三磨所、中南杰特、华晶、四
方达等众多龙头企业，2023年培育钻石产量占全
国1/3以上，出口货值超21亿元，居全国第一。

本届金刚石产业大会面向产业和市场，举办
“一会、一展、一节、两赛”。“一会”，即一场金刚石
产业大会和金刚石与珠宝市场、金刚石与生命科
学、金刚石加工轻量化结构、金刚石与信息科学、
金刚石加工半导体材料等6个专业性分会场；“一
展”，即培育钻石展；“一节”，即培育钻石电商节；

“两赛”即国际培育钻石设计大赛和郑州市培育
钻石技能大赛。

大会发布《白皮书》，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超硬材料分会秘书长孙兆达介绍，《白皮书》全
书共计8大章节，超过40000字，系统梳理并介绍
了培育钻石行业概况、产业链分析、合成技术、切
磨加工、鉴定分级、产业动态及大事记、行业风险
与机遇、未来趋势展望及产业推进建议。据统
计，2023年全球培育式毛坯产量接近 3000万克
拉，整体布局上，中国在上游产业链的毛坯生产
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毛坯生产能力占整体市场
的80%。河南占全国产能的80%以上，约有超过
1000万克拉产能在这里诞生。目前，培育钻石产
业链的下游消费端渗透率也不断提升，降本空间
缩窄，带动终端价格趋稳，使得培育钻石下游认
可度提高，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郑州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佘丁顺推介河南省培育钻石交易中心。
作为国内领先的培育钻石产业基地，河南省一直
致力于钻石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市场拓展。河南
省培育钻石交易中心的建设，旨在打造一个集展
示、交流、交易、品牌孵化、电商基地、人才培训于
一体的专业化平台，聚焦金刚石产业前沿，搭建
国际交流及展示平台，助力构建产业新生态，进
一步促进钻石产业的升级和市场繁荣。

开幕式现场签约项目共 30个。其中包括高
芯功能性金刚石生产基地项目、哈工大郑州研究
院CVD金刚石项目、超硬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项
目等 10 个产业类项目，华晶金刚石品牌项目、
TOUS桃丝熊品牌项目、天璇金刚石品牌项目等
10个品牌类项目，深圳珠宝设计师协会合作项
目、台钻科技合作项目、英诺激光合作项目等 10
个服务类项目。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德利，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天寿，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
院士、乌克兰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钱征华，中国
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分别围绕“金刚石钻头与超深
钻井工程创新需求”“研发高活性碳电极，突破液
流电池性能”“超声波成像技术及其在缺陷检测
中的应用”“工业母机正向设计与创新设计：关键
技术与发展趋势”四大主题进行精彩分享，4位院
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探讨未来金刚石发展的
关键技术、缺陷短板，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会议还发布了《国机金刚石公司国产高端混
料设备新产品发布》《河南省新材料集团行业投
资业务推介》。

据悉，本届大会由郑州市人民政府、九三学
社河南省委员会主办，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郑州市总工会、河南省超硬
材料协会、高性能工具全国重点实验室、国机金
刚石（河南）有限公司承办。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方宝岭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