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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8-2024年中国渔具行业深度研究与行业发展趋势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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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中国诞生第 一支玻璃纤维钓竿开始，我国的渔具业如雨后春笋

，获得蓬勃发展。90 年代初渔具行业形成规模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渔具行业正朝着规

模化、品牌化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目前我国

钓具行业年销售额 140-160 个亿，其中钓饵占 15%-20%左右，即 20-30 亿左右的市场规模。我

国渔具行业发展四个发展阶段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渔具行业深度研究与行业发展趋势报告》依据

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

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

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

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

预测，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中国

产业研究、中国研究报告，具体产品有行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报告

目录： 第 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第 一章 中国渔具行业发展综述第 一节 渔具行业定义及分类一

、渔具行业概念及定义二、渔具行业主要产品分类第二节 渔具行业产业链分析一、渔具行业

所处产业链简介渔具行业上游市场一般指可直接用来构成渔具的网线、网片、绳索、浮子、

沉子、钓钩等其他属具，广义而言还包括制作以上各种材料的原材料，主要有纤维材料以及

竹、木、石、玻璃、陶瓷、金属(铅、铝、铁、合金等)和橡胶、塑料等;中游市场主要指各类

渔具市场，包括各类渔网、钓鱼竿等渔具的销售服务活动;下游市场主要是指渔具的应用范围

，主要包括消费者在水域的各类垂钓、捕捞活动。渔具行业产业链示意图资料来源：智研数

据研究中心整理二、渔具行业产业链上游分析1、纤维市场分析2015年我国合纤产能增速放缓

至4.5%，全球纤维加工量预计年均增长速度2.8%～3.0%。特别是大品种通用合成纤维已经进

入&ldquo;微利&rdquo;时代，PET、PA纤维品种开发基本以跟踪与仿制为主，制约了纺织及相

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合成纤维面临原油价格的过度波动、原料国产能力严重不足、

相对薄弱的研发能力、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对外开放的冲击等问题。所以我国必须加

强合成纤维产业规划、加大产业链的优化整合力度、实行差别化发展、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建立和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促进合成纤维持续健康发展。化学纤维是用天然高分子化合物

或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制备纺丝原液、纺丝和后处理等工序制得的具有纺

织性能的纤维。因所用高分子化合物来源不同，可分为以天然高分子物质为原料的人造纤维

和以合成高分子物质为原料的合成纤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外纺织市场需求快速扩



大的形势下，化纤工业连续7年出现了近20%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我

国纺织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近几年，我国化纤工业仍高速发展，化纤产量

高速增长，化纤尤其是特种纤维有望成为十三五规划重之一。未来我国将着重发展高性能化

学纤维，高性能纤维是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结构、性能和用途，或具有特殊功能的化学纤维

，一般指强度大于17.6cn/dtex，弹性模量在440cn/dtex以上的纤维。如耐强腐蚀、低磨损、耐

高温、耐辐射、抗燃、耐高电压、高强度高模量、高弹性、反渗透、高效过滤、吸附、离子

交换、导光、导电以及多种医学功能。这些纤维大都应用于工业、国防、医疗、环境保护和

尖端科学各方面。2004-2016年中国纤维市场产品产量情况     年份   合成纤维：吨   化学纤维：

万吨       2004年   1313.95   1424.54       2005年   1500.55   1629.49       2006年   1860.32   2025.47       2007

年   2201.75   2388.89       2008年   2241.31   2404.61       2009年   2494.05   2726.06       2010年   2852.42  

3089.70       2011年   3096.36   3362.36       2012年   3450.24   3811.19       2013年   3738.76   4133.68      

2014年   4043.86   4390       2015年   4487   4872       2016年   4536.3   494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

心整理2、玻璃纤维市场分析三、渔具行业产业链下游分析1、渔业捕捞产值分析2、渔民人均

纯收入分析3、渔业发展前景 第二章 中国渔具行业发展环境分析第 一节 渔具行业政策环境分

析一、渔具行业监管体系二、渔具行业相关政策三、渔具行业相关规划第二节 渔具行业经济

环境分析一、中国GDP增长情况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三、经济环境对行业的相关性第三节 

渔具行业技术环境分析一、渔具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1、专利申请数量变化情况2007年以来，

我国对渔具行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成上升趋势，在2014年达到峰值，共申请了526个。2016年，

我国渔具专利申请数为241个。2007年以来渔具行业专利申请数统计图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

究中心整理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2007年以来渔具行业专利申请数统计表     申请时间   专

利数量       2007年以前   484       2007年   33       2008年   29       2009年   47       2010年   48       2011年  

136       2012年   439       2013年   355       2014年   526       2015年   293       2016年   241   资料来源：智研

数据研究中心整理目前国内渔具行业价格战乃是同质化、低技术门槛产品泛滥所致，对比中

日鱼钩差异可知，日本鱼钩无论在外观工艺还是实用效能上，是大多数国产品牌无法比拟的

，尽管小件渔具的生产不及大型机械产品复杂，成功的品牌还是包含着智慧与核心科技。日

本鱼钩除了采用一般的物理打磨技术，还加入了特殊化学制剂处理过程，因此在微观检测下

锋利无比，国内的实业技术水平不容小觑，首先要调动国内渔具企业的自主研发意识，加强

科研创新注资，以理性长远的策略导航企业发展，一定可以生产出代表国际水平的优质渔具

。二、渔具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三、渔具行业热门专利技术分析第四节 渔具行业消费环境分

析一、渔具行业消费驱动因素分析1、庞大的人口和家庭规模2、城市化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3、消费升级与改善性需求4、体育、娱乐用品支出增加二、渔具行业购买特点调研1、消费

者渔具种类选择情况2、消费者渔具品牌选择情况3、消费者渔具购买/获得情况4、消费者渔



具购买重视方面5、消费者渔具关注年龄分布三、渔具行业消费区域分布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

分析第三章 中国渔具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第 一节 渔具行业发展概况一、渔具行业发展概况

二、渔具行业发展特点三、渔具行业存在问题第二节 渔具行业市场竞争分析一、渔具行业总

体竞争分析二、渔具行业竞争层次分析三、渔具行业竞争趋势分析第三节 渔具行业进出口市

场分析一、渔具行业进出口综述二、渔具行业进口市场分析1、渔具行业进口总体情况2、行

业进口产品结构分析三、渔具行业出口市场分析1、渔具行业出口总体情况2、渔具行业出口

产品结构四、渔具行业进出口前景预测 第四章 我国渔具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第 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渔具行业总体规模分析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二、人员规模状况分析三、行

业资产规模分析四、行业市场规模分析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渔具行业产销情况分析一、我

国渔具行业工业总产值二、我国渔具行业工业销售产值三、我国渔具行业产销率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渔具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1、我国渔具行业销售利润

率2、我国渔具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3、我国渔具行业亏损面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1、我国渔

具行业资产负债比率2、我国渔具行业利息保障倍数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1、我国渔具行业

应收帐款周转率2、我国渔具行业总资产周转率3、我国渔具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四、行业发

展能力分析1、我国渔具行业总资产增长率2、我国渔具行业利润总额增长率3、我国渔具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4、我国渔具行业资本保值增值率 第三部分 市场全景调研第五章 渔具行

业产业结构分析第 一节 渔具产业结构分析一、市场细分充分程度分析二、各细分市场领先企

业排名三、各细分市场占总市场的结构比例四、领先企业的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第二节 

产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及整体竞争优势分析一、产业价值链条的构成二、产业链条的竞争优势

与劣势分析第三节 产业结构发展预测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分析二、产业结构调整中消

费者需求的引导因素三、中国渔具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市场定位四、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分析 第六章 我国渔具行业营销趋势及策略分析第 一节 渔具行业销售渠道分析一、营销分析

与营销模式推荐1、渠道构成2、销售贡献比率3、覆盖率4、销售渠道效果5、价值流程结构6

、渠道建设方向二、渔具营销环境分析与评价1、国际环境下的渔具2、企事业需求下的渔具3

、我国渔具市场整体环境三、销售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四、营销渠道发展趋势与策略第二节 

渔具行业营销策略分析一、中国渔具营销概况二、渔具营销策略探讨1、中国渔具产品营销策

略浅析2、渔具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策略3、渔具细分产品营销策略分析第三节 渔具营销的发展

趋势一、未来渔具市场营销的出路二、中国渔具营销的趋势预测第四节 渔具市场营销模式与

面临的挑战 第四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第七章 中国渔具行业重点区域市场竞争力分析第 一节 中

国渔具行业区域市场概况第二节 华东地区渔具行业需求分析一、上海市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

、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二、江苏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

分析三、山东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四、浙江省渔具行业需



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五、安徽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

市场前景分析六、福建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第三节 华南地

区渔具行业需求分析一、广东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二、广

西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三、海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

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第四节 华中地区渔具行业需求分析一、湖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

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二、湖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

前景分析三、河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现状分析2、市场前景分析第五节 华北地区渔

具行业需求分析一、北京市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二、山

西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三、天津市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

、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四、河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

市场前景分析第六节 东北地区渔具行业需求分析一、辽宁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

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二、吉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

析三、黑龙江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第七节 西南地区渔

具行业需求分析一、重庆市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二、四

川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三、云南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

、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第八节 西北地区渔具行业需求分析一、陕西省渔具行

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二、新疆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

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三、甘肃省渔具行业需求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2、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八章 中国渔具行业市场竞争分析第 一节 渔具行业竞争五力分析一、渔具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二、渔具行业下游议价能力三、渔具行业新进入者威胁四、渔具行业替代产品威胁五、渔具

行业内部竞争第二节 渔具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一、北京探路者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竞争策略分析二、北京三友创美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三、太平洋钓具集团竞

争策略分析四、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竞争策略分析五、宁波羚祐渔具有限公司竞争策

略分析第三节 渔具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一、投资兼并重组现状二、投资兼并重组案例 

第九章 2013-2017年渔具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第 一节 佛山市尚艺东美钓具有限公司一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四、企业销售渠

道与网络五、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第二节 杭州法莱渔具制造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

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四、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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