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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未来中国焊接资料产品的发展战略逐步转移，由自动化水平较高的高效优质产品逐步替代

手工型产品，手工焊条产品逐步向高强、高韧、低氢、环保方向发展，以满足不同品种、不

同焊接结构、不同条件下不同焊接技术要求。

    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内，钢材和焊材的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

的中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装备   制造、石油石化、钢铁等行业投资力度的

加大。未来钢材及焊材的消费量仍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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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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