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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铁合金行业市场分析及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介绍了铁合

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铁合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铁合金行业的现状、中国铁合金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铁合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铁合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铁合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铁合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铁合金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之一。钢铁行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离不

开铁合金工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钢铁产业的壮大也成为铁合金工业蓬勃发展的契机。

     近年来，伴随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铁合金行业也取得较大进步。中国铁合金工业的

产业结构和生产格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产业集中度低、装备水平差的状况有所改善，生产

技术和工艺水平有所提升，节能减排、&ldquo;三废&rdquo;治理等环保措施全面启动，在国内

外两个市场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正由铁合金生产大国向世界铁合金强国转变。

     21世纪以来，我国铁合金产量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铁合金生产

大国和消费大国。从经济规模及增长速度来看，我国铁合金冶炼业成长迅速，发展势头良好

。2014年1-12月，铁合金冶炼业销售收入总额达5016.28亿元。到2014年12月末，中国铁合金冶

炼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达1551 家。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铁合金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广西等水资源或煤炭资源比

较丰富的省区。在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铁合金产品的品种质量也适应新的需求，不断扩大

和优化。我国铁合金产品涵盖了锰、铬、硅、钨、钼、钒、钛、镍、磷等多种复合合金，分

别制订有国家级、行业级和企业的产品标准及协议标准。

     我国钒、钛、钨、铝、铌和稀土等资源相对丰富，因此，应当通过立足于本国的优势资源

，深入研究&ldquo;贫、杂、粉&rdquo;的国内多种类型的锰矿石和铬矿石的处理利用途径和进

口矿石的组配使用技术。根据国内外市场和用户需求，发展钒、钛、钨、铝、铌和稀土类铁

合金，开发各种多元复合脱氧剂、合金剂、孕育剂和粉剂、包芯线等产品，从而形成齐全配

套的中国铁合金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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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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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