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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矿井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四章。首先介绍了矿井相关概述、中国矿井市场运 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矿井市场发展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矿井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矿井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矿井 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矿井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矿井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矿井是组成地下矿完整生产系统的井巷、硐室、装备和地面构筑物的总称。矿井的开拓可

以分成立井开拓，斜井开拓，平硐开拓和综合开拓，主井和运输巷等都需要永久的支护，可

以采用砌碹支护，架拱支护，架蓬支护，锚杆支护，锚喷支护，锚网喷支护，锚索支护，金

属拱形支架支护，料石支护，钢筋混凝土支护，当然还有各类支护之间的联合支护。采掘工

作面就需要临时支护了，主要有打点柱，液压支柱支护，木支柱支护等方式。采煤一般都采

用后退式采煤，边采边加强支护。采空区一般使用填充或者等它自己垮。 

第一章 矿井行业概述 

第一节 矿井行业定义 

第二节 矿井行业发展历程 

第三节 矿井行业分类情况 

第四节 矿井产业链分析 

第二章 中国矿井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矿井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矿井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矿井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08-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相关运行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08-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矿井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矿井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08-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08-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8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09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0年中国矿井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四章 中国矿井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矿井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08-2011年我国矿井行业总产值分析 

二、2012-2016年我国矿井行业总产值预测 

第二节 矿井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08-2011年我国矿井产量分析 

二、2012-2016年我国矿井产量预测 

第三节 矿井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08-2011年我国矿井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2-2016年我国矿井市场需求预测 

第五章 矿井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矿井行业发展分析 

一、全球矿井行业发展历程 

二、全球矿井行业发展现状 

三、全球矿井行业发展预测 

第二节 中国矿井行业发展分析 

一、2009-2011年中国矿井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二、2009-2011年中国矿井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三、2009-2011年中国矿井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第三节 中国矿井产业特征与行业重要性 



第四节 矿井行业特性分析 

第六章 中国矿井市场规模分析 

第一节 2010年中国矿井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0年中国矿井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2010年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0年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三、2010年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0年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0年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六、2010年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矿井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章 矿井国内产品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 国内产品2008-2011年价格回顾 

第二节 国内产品当前市场价格及评述 

第三节 国内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节 2012-2016年国内产品未来价格走势预测 

第八章 矿井及其主要上下游产品 

第一节 矿井上下游分析 

一、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二、上游原材料供应形势分析 

三、下游产品解析 

第二节 矿井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上游行业影响及风险分析 

二、下游行业风险分析及提示 

三、关联行业风险分析及提示 

第九章 矿井产品竞争力优势分析 

第一节 整体产品竞争力评价 

第二节 产品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第三节 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第十章 矿井行业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相关和支持性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第三节 矿井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提高矿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二、影响矿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三、提高矿井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第十一章 矿井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企业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优劣势分析 

三、2009-2011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2016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企业2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优劣势分析 

三、2009-2011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2016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企业3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优劣势分析 

三、2009-2011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2016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 企业4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优劣势分析 

三、2009-2011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2016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企业5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优劣势分析 

三、2009-2011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2016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六节 企业6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优劣势分析 

三、2009-2011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2016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二章 矿井行业投资与发展前景分析 

第一节 矿井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矿井投资项目分析 

二、可以投资的矿井模式 

三、2011年矿井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矿井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一、未来矿井发展分析 

二、未来矿井行业技术开发方向 

三、总体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整体规划及预测 

第三节 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一、产业集中度趋势分析 

二、十二五行业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矿井产业用户度分析 

第一节 矿井产业用户认知程度 

第二节 矿井产业用户关注因素 

一、功能 

二、质量 

三、价格 

四、外观 

五、服务 

第十四章 2012-2016年矿井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当前矿井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矿井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一、中国矿井发展方向分析 

二、2012-2016年中国矿井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三、2012-2016年中国矿井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矿井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分析 

二、管理风险分析 

三、产品投资风险 

第四节 投资策略及建议分析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2005-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2005-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图表：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2005-2011年国家外汇储备 

图表：2005-2011年财政收入 

图表：2005-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2011年分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亿元） 

图表：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图表：&hellip;&hellip; 

更多图表详见正文&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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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