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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钣金加工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钣金加工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钣金加工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钣金

加工行业市 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钣金加工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钣金加工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1、钣金加工行业界定 

    金属板材加工就叫钣金加工。具体譬如利用板材制作烟囱、铁桶、油箱油壶、通风管道、

弯头大小头、天园地方、漏斗形等，主要工序是剪切、折弯扣边、弯曲成型、焊接、铆接等

，需要一定几何知识。钣金件就是薄板五金件，也就是可以通过冲压，弯曲，拉伸等手段来

加工的零件，一个大体的定义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厚度不变的零件。相对应的是铸造件，锻压

件，机械加工零件等。 

    2、钣金加工行业发展历程 

    钣金工艺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的铜器、铁器开始，人们利用各种方法冶

炼出金属材料，随着冶炼技术的提升，逐渐冶炼出了金属板状材料，并学会了利用一些工具

对这些金属板状材料进行加工，这就是钣金工艺的雏形。 

    而现代的钣金工艺历史并不长，冲压设备和冷冲模具在钣金加工领域的应用以及数控自动

化设备的普及是钣金工艺发展的两个里程碑，前者诞生了冲压，后者孕育了数控钣金。 

  

     装备制造业，以及以高铁、电力、造船等为代表的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冲压、钣

金行业的攀升势头。目前，我国钣金及制作行业现有3万企业，180万从业人员，年生产钣金

件约4200万吨，销售总额达5000亿元人民币。反过来，根据中国冲压、钣金行业的发展趋势

和国内外经济形式的影响，&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汽车行业、航空航天行业、轨道交通

、船舶、电站设备、摩托车行业、家电行业、电工电器行业（包括集成电路、移动电话、微

型计算机等）、容器封头制造行业、工程机械行业、金属切削机床等行业的稳定持续性发展

，将为冲压钣金行业的发展铺设一条平稳大道，从而使该行业继续蓬勃发展。  

    2012年我国钣金加工钣金件产量达到147.2亿件，同比2011年增长10.84%。2013年我国钣金加

工产品产量达到**亿件。近几年我国钣金加工钣金件产量如下表所示： 2006-2013年钣金加工

产品产量（单位：亿件） 

                             年份             钣金加工产品产量                               2013年             **                               2012



年             147.2                               2011年             132.8                               2010年             120.5                              

2009年             109.3                               2008年             97.6                               2007年             88.8                            

  2006年             82.2                

  数据来源：中国钣金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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