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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已经

成为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准则，相关系列产品市场迅速扩展。为此，

进入二十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将节能减排与

轻量化，确立为现代工业科技发展追求的极为重要的共同行动和有效经济技术途径，通过对

材料的应用减轻移动式工具的质量是镁产业今后发展的一大方向。目前许多国家都将汽车轻

量化作为节能减排的重点，将如何使镁用于汽车材料中作为研究重心。  

      总之，金属镁及镁合金作为21世纪令人瞩目的绿色基础工程材料，在世界各国汽车制造、

航天航空、3C等多个支柱产业和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镁合金的开发和应用也成为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投资的重点。

      镁金属是中国优势金属，发展我国镁及镁合金是降低我国资源依存度的另一途径，对我国

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镁合金是航空器、航天器和火箭导弹制造工业中使用的最轻金属

结构材料。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外壳、饰件等压铸产品，在汽车、家电制造等

行业的应用也已经比较广泛。镁合金行业中国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2007年~2016年我国镁合金产量走势图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深度调研与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旨在为

投资者或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关于镁合金产品的投资及其市场前景的深度分析，为投资者和

企业管理人传递正确的投资经营理念和选择，提供一个中立、全面的投资指南手册，为镁合

金产品市场投资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标准。从而可以科学的帮助企业取得较高的收益。报告

在全面系统分析镁合金产品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专业的投资评估方法，站在第三方角度客观

公正地对镁合金产品的投资进行评价。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报告详述了镁合金产品的行业概况、市场发展现状及镁合金产品市场发展预测（未来五

年市场供需及市场发展趋势），并且在研究镁合金市场竞争、原材料、客户分析的基础上，

对镁合金行业投资前景及投资价值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我们对镁合金产品投资的建议。

      本报告以定量研究为主，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蕴含的内在规律和

潜在信息，采用统计图表等多种形式将研究结果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多方位、多角度保

证了报告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企业的发展和对镁合金的投资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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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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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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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镁合金制造行业政策之&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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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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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镁合金制造行业相关概述

4.1 镁合金制造行业定义及特点

4.1.1 镁合金制造行业的定义

4.1.2 镁合金制造行业产品/服务特点

4.2 镁合金制造行业分类

4.3 镁合金制造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4.3.1 生产模式

4.3.2 采购模式

4.3.3 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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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11.1.5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主体构成分析

11.2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1.2.1 镁合金制造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1.2.2 影响镁合金制造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1、影响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2、影响行业发展不利因素

11.3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1.3.1 产业链投资机会

11.3.2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11.3.3 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11.3.4 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11.4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1.4.1 镁合金制造行业政策风险

11.4.2 宏观经济风险

11.4.3 市场竞争风险

11.4.4 关联产业风险

11.4.5 产品结构风险

11.4.6 技术研发风险

11.4.7 其他投资风险

11.5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11.5.1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1.5.2 镁合金制造行业最新投资动态

11.5.3 镁合金制造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1.5.4 建议

 

第十二章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12.1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市场发展前景

12.1.1 2017-2022年镁合金市场发展潜力

12.1.2 2017-2022年镁合金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12.1.3 2017-2022年镁合金细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2.2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2.2.1 2017-2022年镁合金制造行业发展趋势

12.2.2 2017-2022年镁合金市场规模预测

12.2.3 2017-2022年镁合金制造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12.2.4 2017-2022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2.3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供需预测

12.3.1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供给预测

12.3.2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需求预测

12.3.3 2017-2022年中国镁合金供需平衡预测

12.4 &ldquo;互联网+&rdquo;&mdash;&mdash;驱动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

12.4.1 互联网+的大背景

12.4.2 &ldquo;互联网+&rdquo;的内涵



12.4.3 &ldquo;互联网+&rdquo;进程

 

第十三章 不同视角下的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1 《中国制造2025》视角下的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2 &ldquo;互联网+&rdquo;视角下的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3 &ldquo;工业4.0&rdquo;视角下的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4 工业互联网视角下的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5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第十四章 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策略分析

14.1 我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国内分析现状

14.1.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分析

14.1.2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分析

14.1.3 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14.1.4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14.1.5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14.2 创新驱动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14.2.1 我国产业创新及传统产业存在的问题

1、产业技术水平差

2、产业集中度低

3、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行业垄断依然明显

4、产业创新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

14.2.2 创新驱动镁合金制造行业升级路径分析及策略

1、路径分析

（1）产业创新路径之一&mdash;&mdash;产业转移

（2）产业创新路径之二&mdash;&mdash;产业集群

（3）产业创新路径之三&mdash;&mdash;产业融合

2、策略建议

（1）坚持技术自主创新为核心

（2）注重全方位统筹推进创新

（3）重视项目申报对科技创新的带动规范作用

（4）注重对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14.3 科技创新驱动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14.3.1 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分析

1、传统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

2、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发展

3、传统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14.3.2 科技创新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

1、丰富了传统产业的表现形式

2、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

3、拓展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

4、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14.3.3 科技创新驱动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路径

1、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通过产业创新培育更多的新兴业态

3、通过合作创新延长传统产业链

4、通过空间创新形成特色产业园区

 

第十五章 新常态下我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

15.1 新常态下我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15.1.1 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

15.1.2 日渐弱化的传统发展优势

15.1.3 层次较低的产业集群效应

15.1.4 相对滞后的传统体制观念

15.2 新常态下我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15.2.1 科学技术的发展

15.2.2 需求结构的升级

15.2.3 产业组织结构的改革和创新

15.2.4 全球经济梯度发展效应

15.2.5 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

15.3 新常态下我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趋向

15.3.1 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形成

15.3.2 制造业技术创新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15.3.3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已成共识



15.3.4 开放式创新系统已具雏形

 

第十六章 中国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

16.1 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

16.2 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投资价值评估

16.3 对镁合金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投资建议

16.3.1 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16.3.2 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16.3.3 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jinshu/N03827PBM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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