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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电解铜箔是覆铜板(CCL)及印制电路板(PCB)制造的重要的材料。在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高

速发展中，电解铜箔被称为：电子产品信号与电力传输、沟通的&quot;神经网络&quot;。2002

年起，我国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值已经越入世界第3位，作为PCB的基板材料--覆铜板也成为世

界上第3大生产国。以生产区域分析，台湾的电解铜箔产业的产值历年排名均为第一名，在全

球逐渐走出金融风暴的阴霾之后，带动了电子产品市场的销售热度，也使得电子产品所需的

电解铜箔的需求增加，拉升了2010年台湾电解铜箔的产值，上升18.2%，达到8.51亿美元规模

，市场占有率为36.7%；第二名日本亦上升了18.9%，产值达到4.66亿美元规模，市场占有率

为20.1%；全球电子产品的生产基地：中国大陆排名第三，上升了20.9%，产值提升至4.62亿美

元规模，为19.9%的市场占有率。

　　我国电解铜箔的生产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3年我国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电解铜箔车间-

本溪合金厂铜箔车间，1965年和1967年，又先后建成了上海冶炼厂和西北铜加工厂铜箔车间

。它们依靠自己开发的工艺技术，开创了我国最初的PCB用电解铜箔产业。在70年代初西北

铜加工厂首先研究成功了生箔连续生产工艺，并迅速在全国推广。80年代初西北铜加工厂又

率先开发了生箔阴极表面处理技术。90年代期间，随着我国电解铜箔的需求量的迅速增大，

我国又有十家左右的铜箔厂家相继建立。尽管我国电解铜箔生产产量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有

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在制造技术与产品水平上，和日本、美国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日本在全球不但生产产量居第一位，而且拥有着领先世界的电解铜箔制造技术。中国台湾

在近几年产量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在于大陆的应用市场的迅速扩大，并且在技术上正在迅

速地攀升。与当今世界先进的电解铜箔生产企业相比，我国电解铜箔生产弊端特别明显。我

国电解铜箔行业历经40多年的发展，能够具有大批量生产规模的企业均是外资企业，国内企

业虽然也可以生产18p.m铜箔，甚至于12gm铜箔，但是无论从产品的品种、档次、技术、规

模等方面看，与世界水平相比，仍然是很脆弱的行业。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环境保

护部、国内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电解铜箔行业

的市场前景、重点企业以及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报告重点分析了我国电解铜

箔行业的经济发展与现状，以及我国主电解铜箔行业进展与投资机会，并对电解铜箔行业投

资前景作了分析研判，是电解铜箔生产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行业

发展动态，把握市场机遇、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等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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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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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公开信息；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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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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