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国衡器工业年鉴 

【行业生产经营情况】 据中国衡器协会对 122家会员单位的 2020 年

度年报汇总统计，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99.77亿元，同比增长 0.38%；

实现工业增加值 64.24 亿元 ，同比增长 3.10%。 

一、衡器主要产品产量 

1．商用衡器 

（1） 案秤：产量为 898.62万台，同比下降 17.07%；销售量 788.49 

万台，同比下降 11.90%；销售额 144971.76 万元，同比下降 5.75%。 

（2） 台秤：产量为 516.88 万台，同比下降 5.10%；销售量 502.62

万台，同比下降 5.10%；销售额 106715.57 万元，同比增长 4.28%。 

2．工业衡器 

（1）地上衡：产量为 23.82万台，同比下降 30.74%；销售量 20.74

万台，同比下降 22.33%；销售额 114330.69 万元，同比下降 17.80%。 

（2）地中衡：产量为 15.20万台，同比增长 27.48%；销售量 12.12

万台，同比增长 25.20%；销售额 92727.33 万元，同比下降 6.92%。 

（3）轨道衡：产量为 236 台，同比增长 37.04%；销售量 249 台，

同比增长 38.24%；销售额 5707.12万元，同比增长 20.08%。 

（4）料斗秤：产量为 3726 台，同比增长 38.73%；销售量 3719

台，同比增长 14.06%；销售额 31550.04 万元，同比下降 8.40%。 

（5）吊秤：产量为 16.85 万台，同比下降 5.12%；销售量 13.83

万台，同比下降 19.15%；销售额 8906.90 万元，同比下降 10.10%。 

（6）皮带秤：产量为 4847 台，同比下降 19.37%；销售量 3476

台，同比下降 18.61%；销售额 29830.39 万元，同比下降 11.77%。 

3． 特种秤：产量为 16.52 万台，同比增长 77.75%；销售量 15.46



万台，同比增长 108.24%；销售额 27788.52 万元，同比增长 101.85%。 

4．家用秤：产量为 4529.34万台，同比增长 24.16%；销售量

4338.37万台，同比增长 17.50%；销售额 143882.60 万元，同比增长

13.61%。 

5．天平：产量为 96.01 万台，同比下降 28.42%；销售量 79.18

万台，同比下降 30.03%；销售额 56936.67 万元，同比增长 7.91%。 

6. 称重显示仪表：产量为 382.76 万台，同比增长 3.62%；销售

量 360.29 万台，同比增长 9.34%；销售额 75351.99万元，同比下降

3.27%。 

7．称重传感器：产量为 8758.56 万支，同比增长 0.91 %；销售

量 6749.38 万支，同比下降 5.75%；销售额 268578.29万元，同比增

长 9.09%。 

8． 称重系统：产量为 17.14万套，同比增长 4.12%；销售量 13.77

万套，同比增长 7.91%；销售额 104653.32 万元，同比增长 5.95%。 

二、销售与经济效益 

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 199.77 亿元，同比增长 3.73%。2020 年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的企业占 52.38%；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有 34 家，

5 仟万元至亿元之间的有 16 家；销售收入增长在千万元以上的有 17

家企业，销售收入下降千万元以上的有 14家企业；增幅在 10%以上

的企业有 24家，下降在 10%以上的企业有 24家。 

2020年实现利润总额 34.45亿元，同比增长 18.78%，盈利企业

盈利额 34.53 亿元，同比增长 16.33%；亏损企业亏损额 1423 万元，

同比下降 65.46%；2020 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的企业占 51.25%，同比

下降的企业占 47.62%，增长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25家，增幅在 10%

以上的企业有 34 家，利润总额千万元以上的有 34家企业，500 万元



至 1000 万元之间的有 6 家企业。 

 2020 年创利税总额 24.83亿元，同比增长 16.8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衡器协会对 122家会员单位的 2020年度年报汇总统计，

不代表全行业数据 

【衡器产品进出口】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

经济深度衰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各

族人民同心协力，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成为

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我国

外贸进出口从 2020年 6 月份起连续 7个月正增长，全年出口 17.93

万亿元，增长 4%；贸易顺差 3.7 万亿元，增长 27.4%，国际市场份额

也创历史最好纪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作为生产制造行业，衡器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形势一度

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全行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各企业纷纷

行动起来，特别是一些骨干企业，关键时刻积极发挥行业中坚作用，

在全力做好抗疫工作的同时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极大地调动了企业

的生产积极性，在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2020 年衡器产品出

口创下了不俗业绩。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衡器产品

进出口总额 20.58亿美元，同比增长 26.41%，其中出口总额 19.08

亿元，同比增长 31.40%，进口总额 1.50 亿美元，同比减少 14.98%。

进出口相抵，衡器产品贸易顺差 17.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85%。

特别是家用秤产品，2020年出口额达 11.33亿美元，同比增长 68.71%，

数字十分亮眼。 



一、出口情况 

据海关总署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衡器产品出口额连续

10 年突破 10 亿美元，2020年全国衡器产品出口额 19.08亿美元，同

比增长 31.40%。 

     2020 年我国对亚洲地区累计出口衡器产品 6.4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4.98%，占全国衡器产品出口总额 33.77%。向欧洲地区累计出

口衡器产品 5.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56%，占全国衡器产品出口总

额的 27.98%。向北美洲地区累计出口衡器产品 4.8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58.68%，占全国衡器产品出口总额的 25.21%。向南美洲地区衡器

产品出口总额为 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08%，占全国衡器产品出

口总额 5.89%。向非洲累计出口衡器产品 9295万美元，同比增长 5.83%，

占全国衡器产品出口总额的 4.87%。向大洋洲地区累计出口衡器产品

3788万美元，同比增长 33.27%，占全国衡器产品出口总额的 1.99%。 

    从具体市场看，2020 年全国衡器产品出口遍布世界 211 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美国、加拿大两国成为我国衡器产品最大的市场，欧盟

是第二大市场，东盟为第三大市场，东亚为第 4 大市场。2020 年全

国衡器产品对美、加出口衡器产品 4.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80%；

对欧盟出口 3.75亿美元，同比增长 16.23%；对东盟出口衡器产品 2.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46%；对东亚出口衡器产品 1.9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8.91%。对前四大市场出口合计占 2020 年全国衡器产品出口额

的 64.97%。 

    从出口发货地看，2020 年居前几位的仍然是广东、浙江、上海、

江苏 4 省市，4省市出口额均过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 79.73%。

其中广东省衡器出口额 5.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2%，占全国衡器



产品出口额的 29.44%。 

全国出口衡器产品中，家用秤依旧是第一大出口产品，占全国出

口衡器产品的 59.37%，出口额 11.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71%，价

格同比增长 24.10%。第二大出口产品依旧是最大称量≤30kg 的秤，

出口额 2.1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衡器产品的 11.46%，同比增长 8.58%，

平均价格同比降低 9.52%。 

感量小于等于0.1mg的天平，出口额1835万美元，同比减少9.42%，

平均价格同比增长 4.31%。感量大于 0.1mg且小于等于 50mg的天平，

出口额 3583万美元，同比减少 15.18%，平均价格同比增长 45.94%。 

    二、进口情况 

    2020 年我国共从 54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衡器产品，累计进口总额

1.50亿美元，同比减少 14.98%。衡器产品进口货源地主要是德国，

进口总额 4559万美元，占全国衡器进口额的 30.49%，同比减少 23.69%；

第二是瑞士，进口总额 2624 万美元，占全国衡器进口额的 17.55%，

同比增长 5.47%；第三是日本，进口总额 2131 万美元，占全国衡器

进口额的 14.25%，同比增长 8.19%。进口衡器产品主要收货地是上海

（占 43.84%）、北京（占 15.37%）、江苏（占 13.34%）。 

    在全国进口的衡器产品中，比例最大的是天平，占衡器进口总额

27.52%，累计进口额 4115 万美元，同比减少 11.85%，天平依然主要

从瑞士（占 56.90%）和德国（占 23.23%）进口。进口天平产品主要

收货地是上海市（占 59.61%）和北京市（占 16.68%）；其次是衡器

零件（称重传感器及衡器用的各种砝码、秤砣及其零件），占衡器进

口总额的 24.43%，累计进口额 3653 万美元，同比减少 6.03%，平均



价格增长 13.20%。进口中比例第三的是定量秤，占衡器进口总额的

19.28%，累计进口额 2883 万美元，同比减少 24.35%。 

三、主要产品进出口价格对比 

2020年主要衡器产品进出口平均价格 

产 品 
平均出口价格 

（美元） 

平均进口价格 

（美元） 

进出口 

价格比 

家用秤 6.13 18.09 2.95 

皮带秤 5590.80 18,126.52 3.24 

定量秤 416.03 3,961.45 9.52 

计价秤 25.89 354.42 13.69 

配料秤 183.22 9,737.93 53.15 

30kg＜最大称量≤5000kg 的秤 16.39 775.72 47.33 

最大称量≤30kg 的秤 13.21 15.10 1.14 

衡器用的各种砝码、秤砣、衡器零

件（称重传感器及电子衡器配件） 
8.33 130.17 15.62 

天平 74.48 728.91 9.79 

注：以上数据根据全国海关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整理分析所得 

 

【行业活动】 

    ※ 3 月 9 日，受新冠疫情影响，为了保证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

的参展参观质量，中国衡器协会决定将原定于 5 月 15-17 日举办的

《2020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调整到 2020 年 9月 17-19 日举办。 

※ 6月 30 日，中国衡器协会、欧洲衡器制造商协会和日本计量

工业联合会三个衡器行业组织共同召开了情况交流会，会议采用在线



视频的形式，这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衡器协会参加的第一次国际

性会议。德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也参加了在线会议。各个协会分别介绍

了疫情以来各个国家的衡器工业状况以及 R76、 R134、 R51 国际建

议修订进展情况。中国衡器协会理事长刘晓华在会上介绍了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年初发布的计量器具强检目录更新，包括非自动衡器、自动

衡器、传感器和仪表的检定、型评相应的要求。另外还介绍了国内抗

击新冠疫情的情况。 

※ 7 月 29 日和 7 月 31 日，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召开的

项目技术鉴定会上，由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发的“自动衡器型式

评价检测系统研制”项目和福州科杰电子衡器有限公司和福建工程学

院共同研发的“一卡通骨料定量装车系统”项目顺利通过技术鉴定。 

※ 8 月 15 日，由轨道衡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单位北京盘天新技

术有限公司主办及承办的 2020 年中国衡器协会轨道衡专业委员会主

任办公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 

    ※ 9 月 16日，中国衡器协会十届六次理事（扩大）会议在南京

召开。 

※ 9月 16 日，中国衡器协会轨道衡专业委员会二届二次工作会

议暨轨道衡称重技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 9 月 17-19 日， 2020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

心成功举办。虽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外商和境外展商及少数国内企

业未能参加，但本届国际衡器展览会仍有超过 200 家参展企业积极参

展，展览面积仍接近 2016 年成都和 2018 年武汉衡器展水平。据不完

全统计，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的专业观众约 5100 人次参观了本届展览

会。与此同时还如期举办了“第十九届（2020）全国称重技术研讨会



暨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 11 月 10日，2020 年度全国衡器计量技术委员会年会在泰安

召开，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计量技术机构、生产企业及高校科研院所委

员代表共计 90 余人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完成了对《无线非自动秤校

准规范》的审定，开展了 24 个衡器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复审评估，

表决通过了复审建议，并就如何服务好新修订的强制管理计量器具目

录进行了研讨，论证了 2021 年国家衡器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申报项

目。 

     ※ 11月 27-29 日，中国衡器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扩大）工作

会议在海南省陵水召开。 

【标准制修订】  

 ※ 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了《衡器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

法》，对标准计划的来源、标准计划的信息发布与申请程序、标准起

草单位、第一起草单位的申请和确定、起草小组的活动以及起草单位

退出机制等做出了规定。改管理办法在衡标委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

并在实际操作中按此规定执行，严格按照制度的要求提出标准项目、

选择制修订单位及起草人，以求从源头上抓起，确保标准项目的高起

点、高水平。 

※ 完成了《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规范/整车式/轴重

式/弯板式/石英晶体式》系列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这是全国衡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对于系列标准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标准的审查过程中，

全体委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组织了多次标准的全体委员会议审查，

起草组进行了大量修改和完善，上级专家审核也花费了许多精力，该



批准已经发布，于 2021 年 6月实施。 

※ 完成了《电子台案秤》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此标准已获

得批准发布，实施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电子称重仪表》国家标准的报批稿在 2020 年 11 月前已经

完成全体委员的会议审查，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会议审查的要求对报批

稿进行修改后已完成上报工作。 

※ 完成了《Non-self-indicating Instruments 非自行指示秤》

英文版的翻译以及上报工作。 

※ 完成了《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平板模块式》国家标准和

《电子衡器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申报及答辩工作。 

※ 完成了《电子人体秤》行业标准的立项答辩工作，该标准已

于 2020 年 8月份获批。 

※ 完成了《数字指示轨道衡》标准的立项资料申报工作，等待

上级领导安排答辩事宜。 

※ 完成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工业衡器》行业标准

的申报立项工作。 

 

【行业荣誉】  

※ 2020年衡器行业共有 5 个项目参加了“2020年度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奖”的申报评选活动，其中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申

报的《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智能检测与验证评价系统》获一等奖；杭州

四方称重系统有限公司、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联合申报的《高速耐低频冲击公路动态称重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获二等奖；合肥赛摩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赛摩（上海）工业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包装码垛成套系

统》与福州科杰电子衡器有限公司《建筑骨料定量装车的物联智慧型

汽车衡器系统》分获三等奖。 

※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的通

知》要求，中国衡器协会推荐四个专利项目参加评选，其中赛摩智能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器人自动制样系统》荣获第二十二届“中

国专利奖”。 

※ 12 月 1 日，“民建成立 75 周年全国优秀会员和先进集体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

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军被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称号。 

 

 【计量管理】  

     ※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举措，市场

监管总局决定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并将调整后的《实

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予以公布。 

     ※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公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公共平台”被纳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 



     ※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计量校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为做好计量管理工作，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

了《计量校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5月 20 日是世界计量日，本届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测量支

撑全球贸易”。国际计量局与国际法制计量局局长联合发表《2020

年世界计量日致辞》。 

   ※ 10 月 19-23日，第 55 届国际法制计量委员会（CIML）会议

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秦宜智作为 CIML中国代表出

席 CIML 会议和同期举行的主席理事会（PC）会议。 

※ 10 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0 年第 42 号公

告】，对《非自动衡器》的型评和强制检定内容做了修改，去除了最

大秤量不大于 60kg，分度值不小于 1mg 的规定。将全部用于贸易结

算的《非自动衡器》列入型式评价和强制检定范围，即恢复了大型

非自动衡器的型评和强检。 

 

【撰稿】宋秀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