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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碳纤维（carbon fiber，简称CF），是一种含碳量在95%以上的高强度、高模量纤维的新型纤

维材料。它是由片状石墨微晶等有机纤维沿纤维轴向方向堆砌而成，经碳化及石墨化处理而

得到的微晶石墨材料。碳纤维"外柔内刚"，质量比金属铝轻，但强度却高于钢铁，并且具有

耐腐蚀、高模量的特性，在国防军工和民用方面都是重要材料。它不仅具有碳材料的固有本

征特性，又兼备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是新一代增强纤维。

    碳纤维具有许多优良性能，碳纤维的轴向强度和模量高，密度低、比性能高，无蠕变，非

氧化环境下耐超高温，耐疲劳性好，比热及导电性介于非金属和金属之间，热膨胀系数小且

具有各向异性，耐腐蚀性好，X射线透过性好。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电磁屏蔽性好等。

    碳纤维与传统的玻璃纤维相比，杨氏模量是其3倍多；它与凯夫拉纤维相比，杨氏模量是

其2倍左右，在有机溶剂、酸、碱中不溶不胀，耐蚀性突出。

    碳纤维按原料来源可分为聚丙烯腈基碳纤维、沥青基碳纤维、粘胶基碳纤维、酚醛基碳纤

维、气相生长碳纤维；按性能可分为通用型、高强型、中模高强型、高模型和超高模型碳纤

维；按状态分为长丝、短纤维和短切纤维；按力学性能分为通用型和高性能型。通用型碳纤

维强度为1000兆帕、模量为100G帕左右。高性能型碳纤维又分为高强型（强度2000兆帕、模

量250G帕）和高模型（模量300G帕以上）。强度大于4000兆帕的又称为超高强型；模量大

于450G帕的称为超高模型。随着航天和航空工业的发展，还出现了高强高伸型碳纤维，其延

伸率大于2%。用量最大的是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市场上90%以上碳纤维以PAN基碳纤维

为主。由于碳纤维神秘的面纱尚未完全揭开，人们还不能直接用碳或石墨来制取，只能采用

一些含碳的有机纤维（如尼龙丝、腈纶丝、人造丝等）为原料，将有机纤维与塑料树脂结合

在一起炭化制得碳纤维。

    发展前景:

    国外:

    世界碳纤维产量达到每年4万吨以上，全世界主要是日本美国德国以及韩国等少数国家掌握

了碳纤维生产的核心技术，并且有规模化大生产。

    当前，全球碳纤维核心技术被牢牢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一方面，以美日为首的发达

国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碳纤维行业严格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国外碳纤维行业领先企业开

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碳纤维企业的压力大增。虽然中国加大了对碳纤维行业的引导和

扶持力度，但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下，国产碳纤维的突围之路仍然坎坷。

    中国:

    中国对碳纤维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始研究高强型碳纤维。多年来进展缓慢



，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较快，安徽率先引进了500吨每年原丝、200吨

每年PAN基碳纤维，使中国碳纤维工业进入了产业化。随后一些地方相继加入碳纤维生产行

列。

    从2000年开始中国碳纤维向技术多元化发展，放弃了原来的硝酸法原丝制造技术，采用以

二甲基亚砜为溶剂的一步法湿法纺丝技术获得成功。利用自主技术研制的少数国产T700碳纤

维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随着中国对碳纤维的需求量日益增长，碳纤维已被列为

国家化纤行业重点扶持。2005年全球碳纤维市场仅为9亿美元，而2013年达到100亿美元，预计

到2022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也将进入全新的时代。中国碳纤维产业

化采取自主开发和引进相结合的道路，到"十一五"末期基本实现了相当于日本T300的国产碳

纤维规模生产线，并且有一些企业已形成了T700以上水平的百吨生产线。

    2011年中国碳纤维市场规模达到6811吨，然而，受供应不足的影响，国内碳纤维市场发展相

对较为缓慢，预计未来几年，随着供应量的提升，中国碳纤维行业的需求量也将保持着较快

速度的增长。

    技术的落后直接导致中国碳纤维产品质量与进口产品之间的明显差距，也极大地限制了国

产碳纤维产品在高端领域的应用。有数据显示，中国碳纤维产品在应用上集中于低端领域，

在碳纤维质量要求较高的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比例仅为3%，远远没达到国际上碳纤维行业在

航空航天领域应用占比的平均水平;而在质量要求相对较低的运动休闲用品领域，碳纤维的应

用比例却高达80%左右，四倍于国际上碳纤维在运动休闲用品领域应用的平均水平。但国产

碳纤维落后的技术却制约着中国碳纤维行业健康稳健发展。

    碳纤维是发展国防军工与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物资，属于技术密集型的关键材料，随着从

短纤碳纤维到长纤碳纤维的学术研究，使用碳纤维制作发热材料的技术和产品也逐渐普及。

在当今世界高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碳纤维用途正趋向多样化。中国已经有使用长纤作为高

性能纤维的一种，在要求高温，物理稳定性高的场合，碳纤维复合材料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材料的比强度愈高，则构件自重愈小，比模量愈高，则构件的刚度愈大，正是由于兼具优

异性能，碳纤维在国防和民用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碳纤维碳材料已在军事及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取得广泛应用。从航天、航空、 汽车、 电子

、 机械、化工、轻纺等民用工业到运动器材和休闲用品等。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可以应用

于飞机制造等军工领域、风力发电叶片等工业领域、电磁屏蔽除电材料、人工韧带等身体代

用材料以及用于制造火箭外壳、机动船、工业机器人、汽车板簧和驱动轴等。球棒等体育领

域。碳纤维是典型的高科技领域中的新型工业材料。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碳纤维行业发展概述

1.1 碳纤维行业界定

1.1.1 碳纤维行业定义

1.1.2 碳纤维产品分类

1.2 碳纤维行业经济环境

1.2.1 中国GDP增长情况

1.2.2 工业发展情况

1.2.3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2.4 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1.2.5 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1.3 碳纤维行业政策环境

1.3.1 碳纤维行业监管体制

1.3.2 碳纤维行业相关标准

1.3.3 碳纤维行业相关政策

（1）工信部：《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发展行动计划》

（2）《关于促进碳纤维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解读

（3）《"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解读

（4）《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解读

1.3.4 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1.4 行业研究背景及方法

1.4.1 行业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4.2 行业研究方法概述

（1）数据采集方法&mdash;&mdash;定量研究

（2）数据采集方法&mdash;&mdash;定性研究

（3）数据采集方法&mdash;&mdash;二手资料研究

（4）数理统计方法

（5）预测方法

 

第二章 中国碳纤维原材料市场供求分析



2.1 丙烯腈市场供求分析

2.1.1 丙烯腈市场供给分析

（1）丙烯腈产量分析

（2）丙烯腈进口量分析

（3）丙烯腈供应量预测

2.1.2 丙烯腈市场需求分析

（1）丙烯腈需求量分析

（2）丙烯腈需求结构分析

2.1.3 丙烯腈市场价格行情

2.2 沥青市场供求分析

2.2.1 沥青市场供给分析

（1）沥青产量分析

（2）沥青产量结构分析

（3）沥青供应量预测

2.2.2 沥青市场需求分析

（1）沥青需量现状

（2）沥青需求预测

2.2.3 沥青市场价格行情

2.3 粘胶纤维市场供求分析

2.3.1 粘胶纤维市场供给分析

（1）粘胶纤维产量分析

（2）粘胶纤维产量结构分析

2.3.2 粘胶纤维市场需求分析

（1）粘胶短纤市场需求分析

（2）粘胶长丝市场需求分析

2.3.3 粘胶纤维市场价格行情

（1）粘胶短纤市场价格分析

（2）粘胶长丝市场价格分析

 

第三章 国际碳纤维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 国际碳纤维市场发展概况

3.1.1 国际碳纤维市场发展概况



（1）碳纤维发展历史

（2）碳纤维需求领域

（3）碳纤维产能分布

3.1.2 日本碳纤维市场发展分析

（1）日本碳纤维市场发展现状

（2）日本碳纤维市场需求领域

（3）日本碳纤维市场企业格局

（4）日本碳纤维市场发展模式

（5）日本碳纤维市场发展趋势

（6）日本碳纤维市场前景预测

3.1.3 美国碳纤维市场发展分析

（1）美国碳纤维市场发展现状

（2）美国碳纤维市场需求领域

（3）美国碳纤维市场企业格局

（4）美国碳纤维市场发展趋势

3.2 国际碳纤维市场供给分析

3.2.1 国际碳纤维市场总体供给情况

（1）国际碳纤维产量分析

（2）国际碳纤维产量区域结构

（3）国际碳纤维产量产品结构

3.2.2 国际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市场分析

3.2.3 国际小丝束碳纤维市场供给情况

（1）国际小丝束碳纤维供给能力

（2）国际小丝束碳纤维生产企业

（3）国际小丝束碳纤维供给区域分布

3.2.4 国际大丝束碳纤维市场供给情况

（1）国际大丝束碳纤维供给能力

（2）国际大丝束碳纤维生产企业

（3）国际大丝束碳纤维供给区域分布

3.2.5 国际沥青基碳纤维市场供给情况

（1）国际沥青基碳纤维市场供给能力

（2）国际沥青基碳纤维供应国家



（3）国际沥青基碳纤维应用领域

3.2.6 国际碳纤维市场供给预测

（1）国际碳纤维产量预测

（2）国际碳纤维产量结构预测

（3）国际碳纤维产能预测

3.3 国际碳纤维市场需求分析

3.3.1 国际碳纤维市场总体需求情况

3.3.2 国际碳纤维市场需求区域分布

3.3.3 国际碳纤维市场不同领域需求情况

（1）航天航空碳纤维需求分析

（2）体育用品碳纤维需求分析

（3）汽车工业碳纤维需求分析

（4）其他工业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3.3.4 国际碳纤维市场需求趋势分析

 

第四章 中国碳纤维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1 碳纤维行业发展概况

4.1.1 碳纤维行业发展历程

4.1.2 碳纤维行业发展现状

4.1.3 碳纤维行业存在的问题

（1）产业发展模式落后

（2）生产成本偏高，市场竞争力较差

（3）国际行业巨头蓄意打压国内生产企业

4.1.4 碳纤维行业成本构成

（1）碳纤维成本构成

（2）碳纤维原丝成本构成

4.1.5 碳纤维产业基地发展现状

（1）吉林碳纤维产业基地发展现状

（2）镇江碳纤维产业基地发展现状

（3）威海碳纤维产业基地发展现状

4.2 碳纤维行业供求分析

4.2.1 碳纤维行业供给规模分析



（1）碳纤维产量规模

（2）碳纤维产能规模

（3）碳纤维供给预测

4.2.2 碳纤维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1）碳纤维需求规模

（2）碳纤维需求领域

（3）碳纤维需求区域

（4）碳纤维需求预测

4.3 碳纤维技术发展分析

4.3.1 碳纤维技术发展状况

（1）碳纤维技术发展阶段

（2）碳纤维技术发展现状

4.3.2 碳纤维行业专利技术申请情况

（1）碳纤维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2）碳纤维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3）碳纤维行业专利申请技术构成

4.3.3 碳纤维技术发展建议

4.4 碳纤维行业进出口分析

4.4.1 碳纤维行业进出口概况

4.4.2 碳纤维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1）碳纤维行业出口总量情况

（2）碳纤维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3）碳纤维行业出口地区分布

（4）碳纤维行业产品出口价格

4.4.3 碳纤维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1）碳纤维行业进口总量情况

（2）碳纤维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3）碳纤维行业进口地区分布

（4）碳纤维行业产品进口价格

4.4.4 碳纤维行业进出口前景预测

（1）碳纤维行业出口前景预测

（2）碳纤维行业进口前景预测



4.5 碳纤维行业竞争力分析

4.5.1 碳纤维行业发展特征分析

（1）战略性

（2）竞争性

（3）幼小性

（4）新兴性

（5）不确定性

4.5.2 碳纤维产业竞争力理论概述

（1）生产要素

（2）国内需求

（3）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

（5）机会

（6）政府

4.5.3 碳纤维行业竞争力基本判断

（1）国产碳纤维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较强

（2）我国碳纤维支持性行业发展良好

（3）我国碳纤维企业竞争趋于良性发展

（4）碳纤维产业面临良好发展机遇

（5）政府政策基本符合碳纤维产业发展需求

4.5.4 碳纤维产业竞争力发展对策

（1）产能建设应符合对中长期市场的科学预测

（2）基于消费结构确立重点应用促进方向

（3）建立产业联盟与产业竞争战略

4.6 碳纤维行业五力模型分析

4.6.1 碳纤维行业上游议价能力分析

4.6.2 碳纤维行业下游议价能力分析

4.6.3 碳纤维行业替代品威胁分析

4.6.4 碳纤维行业新进入者威胁分析

4.6.5 碳纤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4.6.6 碳纤维行业竞争状况总结

 



第五章 中国碳纤维行业产品市场分析

5.1 PAN基碳纤维市场分析

5.1.1 PAN基碳纤维发展简况

5.1.2 PAN基碳纤维特性分析

5.1.3 PAN基碳纤维生产工艺分析

（1）PAN基碳纤维生产工艺

（2）PAN基碳纤维技术改进

5.1.4 PAN基碳纤维生产成本分析

（1）PAN原丝生产成本构成

（2）PAN碳纤维生产成本构成

（3）PAN碳纤维生产规模效益

5.1.5 PAN基碳纤维研发进展分析

5.1.6 PAN基碳纤维市场发展趋势

5.2 沥青基碳纤维市场分析

5.2.1 沥青基碳纤维发展简况

5.2.2 沥青基碳纤维分类及特性

5.2.3 沥青基碳纤维需求分析

5.2.4 沥青基碳纤维生产企业

5.2.5 沥青基纤维生产工艺分析

（1）沥青基纤维生产工艺概况

（2）通用级沥青基纤维生产工艺

（3）高性能沥青基纤维生产工艺

5.2.6 沥青基碳纤维研发进展分析

5.2.7 沥青基碳纤维市场发展趋势

5.3 粘胶基碳纤维市场分析

5.3.1 粘胶基碳纤维发展简况

（1）创始阶段

（2）市场化阶段

5.3.2 粘胶基碳纤维特性分析

5.3.3 粘胶基碳纤维需求分析

5.3.4 粘胶基碳纤维主要生产企业

5.3.5 粘胶基碳纤维生产工艺分析



5.3.6 粘胶基碳纤维研发进展分析

5.3.7 粘胶基碳纤维市场发展趋势

5.4 碳纤维产品质量状况分析

5.4.1 碳纤维国产化技术瓶颈

（1）关键单元工艺技术

（2）产业化关键设备设计制造技术

（3）关键原料技术

（4）配套技术

5.4.2 碳纤维国产化发展问题

（1）原丝制备缺乏自主创新技术

（2）碳纤维生产质量可控性不高

（3）碳纤维生产的装备能力与工艺需求尚有差距

5.4.3 国产碳纤维生产与国际的差距

（1）碳纤维原丝质量

（2）生产线规模

（3）纤维拉伸强度

（4）工艺和设备

5.4.4 提高国产碳纤维质量的措施

（1）进一步提高对碳纤维制备技术的科学认知水平

（2）加强质量监控措施与技术方法的建立

（3）重视原丝及碳纤维工艺集成的系统性与衔接性

（4）重视国产碳纤维自主品牌体系的建立

（5）关注纤维制备成本的科学含义

（6）制定和落实国家级产品标准

 

第六章 中国碳纤维行业需求分析

6.1 航空航天器行业碳纤维需求分析

6.1.1 航空航天器行业发展分析

（1）航空航天器行业发展规模

（2）航空航天器行业市场预测

6.1.2 航空航天行业碳纤维应用分布

6.1.3 航空航天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1）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6.2 体育用品行业碳纤维需求分析

6.2.1 体育用品行业发展分析

（1）体育用品行业发展规模

（2）体育用品行业发展趋势

6.2.2 体育用品行业碳纤维应用分布

6.2.3 体育用品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1）体育用品行业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体育用品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6.3 风机叶片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6.3.1 风力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1）风力发电行业发展规模

（2）风力发电行业发展趋势

6.3.2 风机叶片领域碳纤维应用情况

6.3.3 风机叶片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1）风机叶片领域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风机叶片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6.4 建筑补强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6.4.1 古建筑翻修加固工程发展分析

（1）北京古建筑翻修情况

（2）其他地区古建筑翻修情况

6.4.2 建筑物防震加固工程发展分析

（1）中国近年来地震发生状况

（2）国家对防震加固工程的规划

6.4.3 建筑补强领域碳纤维应用情况

6.4.4 建筑补强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1）建筑补强领域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建筑补强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6.5 汽车配件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6.5.1 汽车制造行业供给规模

6.5.2 汽车制造行业需求规模



6.5.3 汽车配件领域碳纤维应用情况

6.5.4 汽车配件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1）汽车配件领域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汽车配件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6.6 电力输送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6.6.1 电网新建和改造情况

6.6.2 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研究进展

（1）日本研究进展

（2）国内研究进展

（3）国内研究进展

6.6.3 电力输送领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1）电力输送领域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电力输送域碳纤维需求预测

6.7 压力容器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6.7.1 压力容器行业发展分析

（1）压力容器行业发展规模

（2）压力容器行业发展趋势

6.7.2 压力容器行业碳纤维应用情况

6.7.3 压力容器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1）压力容器行业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压力容器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6.8 采油设备领域碳纤维需求分析

6.8.1 采油设备行业发展分析

（1）采油设备行业发展规模

（2）采油设备行业发展趋势

6.8.2 采油设备行业碳纤维应用情况

6.8.3 采油设备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1）采油设备行业碳纤维需求影响因素

（2）采油设备行业碳纤维需求预测

 

第七章 中国碳纤维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7.1 跨国碳纤维企业经营分析



7.1.1 日本东丽工业株式会社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产品销售结构分析

（4）生产工艺水平

（5）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1.2 日本东邦人造丝公司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经营情况分析

（3）生产能力分析

（4）生产工艺水平

7.1.3 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经营情况分析

（3）生产工艺水平

（4）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1.4 美国卓尔泰克公司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生产能力分析

（3）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1.5 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经营情况分析

（3）生产能力分析

（4）主要产品

7.1.6 德国西格里碳素集团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经营情况分析

（3）生产工艺水平

（4）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1.7 美国赫克塞尔公司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经营业绩分析

（3）生产能力分析

7.1.8 美国氰特公司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分析

（2）氰特中国布局

（3）经营业绩分析

（4）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 国内碳纤维企业经营分析

7.2.1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2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3 吉林市神舟炭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4 吉林方大江城碳纤维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7.2.5 兰州蓝星纤维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6 中油吉化碳纤维厂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7 河南永煤碳纤维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8 四川省新万兴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9 大连兴科碳纤维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0 吉林碳谷碳纤维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1 沈阳中恒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生产能力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7.2.12 德州晶华宝利来碳纤维布制造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3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生产能力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4 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5 山东江山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6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生产能力分析

（8）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0）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7.2.17 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研发投入分析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8 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9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20 江苏恒神纤维材料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八章 中国碳纤维行业投资分析

8.1 碳纤维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8.1.1 碳纤维行业投资总体概况

8.1.2 国际碳纤维行业投资动向

（1）三菱丽阳扩张美国产能

（2）宝马集团携手西格里集团扩大碳纤维材料产能

（3）日本东丽近6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三大碳纤维企业

8.1.3 国内碳纤维钢行业投资动向

（1）中复神鹰年产3500吨高性能纤维项目启动

（2）首条T800碳纤维生产线建成

（3）首条碳纤维片状模塑料生产线投产吉林市

（4）郑州市签沥青基碳纤维投资项目

（5）宁夏宝丰333亿煤化工项目落户银川

8.2 碳纤维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8.2.1 碳纤维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1）技术壁垒

（2）资金壁垒

（3）人才壁垒

8.2.2 碳纤维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8.2.3 碳纤维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市场需求

（2）原材料成本

（3）技术创新能力

8.3 碳纤维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8.3.1 碳纤维行业政策风险

8.3.2 碳纤维行业宏观经济风险

8.3.3 碳纤维行业市场竞争风险

8.3.4 碳纤维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8.3.5 碳纤维行业产品结构风险

8.3.6 碳纤维行业技术研发风险

8.3.7 碳纤维行业其他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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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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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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70942.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五、关于艾凯咨询网

　　艾凯咨询网（www.icandata.com）隶属艾凯咨询集团（北京华经艾凯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艾凯咨询集团专注提供大中华区产业经济情报，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是领先的市场研究

报告和竞争情报提供商

　　艾凯咨询集团为企业提供专业投资咨询报告、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数据等。

艾凯咨询网每天更新大量行业分析报告、图表资料、竞争情报、投资情报等，为用户及时了

解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

　　研究力量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富的专业分析师。对于特定及专属领域，我们有国内外众多合作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聘请数

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中肯的建议，帮助客户实现价值，与客户一同成长。

　　我们的优势

　　权威机构 艾凯咨询集团二十年深厚行业背景;

　　数量领先 囊括主流研究报告和权威合作伙伴;

　　服务齐全 促销、推荐指数、积分、网上支付等;

　　良好声誉 广泛知名度、满意度，众多新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