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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焊接材料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八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焊接材料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焊接材料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焊接

材料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焊接材料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焊接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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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2013-2017年中国焊接材料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构将

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 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息，

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供了

科学决策依据。 

    10年来，我国焊接材料得到快速发展，总量从2002年的145万吨，发展到2011年的475万吨。

其中，焊条从110万吨发展到226万吨，气保护实心焊丝从25万吨发展到150万吨，药芯焊丝从2

万吨发展到50万吨，埋弧焊材从8万吨发展到49万吨。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熟练焊工短缺以及焊接效率的提高，焊接自动化

进程已明显加快。预计今后几年，我国焊接自动化水平将稳步提升，半自动 化、自动化焊接

材料的比例也将逐步提高，普通焊条的发展空间有限。今后10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占

全部装备制造业销售产值的30%以上。 

    因此，一段时期内，高端焊材成为焊接材料市场竞争的热点。各类高端焊材，包括高性能

的各种焊条、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埋弧焊材等，目前虽在焊材销售总量中不足10%，预计

几年后可能增长到总量的20%~30%。 

      焊接材料生产企业近年来逐步提高生产装备和检测仪器设备的水平。焊条产品种类齐全，

油压式涂料机更新换代、采用高速拉丝机、高速低噪音切丝机、自动配粉生 产线、节能式烘

干炉，改进生产车间操作环境，提高质量水平和生产效率；气保护焊丝产品普遍采用变频控

制的直线式拉丝机，线径精度和线性水平明显提高，送丝 稳定性和电弧稳定性亦有很大提高

；药芯焊丝采用粉料前期均匀性处理、填充率的在线检测和成型后的表面处理等，提高了产

品质量；烧结焊剂产品进行造粒和烧结 技术的研究。检测仪器配备了直读光谱仪、荧光分析

仪、水银法测氢仪、快速水份测定仪、热导法测氢仪、N./H./O快速分析仪及高低温力学性能

试验机等， 保证了对原材料和产品质量的检测。部分焊材企业正加大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力度

，对高强度、高韧性、洁净化、低碳化、细晶粒化为特征的新钢种配套焊材进行了研 发，在

核电焊材、超超临界锅炉用焊材、超低温钢用焊材、特种不锈钢焊材等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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