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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乐器分类的方法  

      乐器分类法是乐器学中的重要课题，大体分为两种，其一是民族的惯用的分类法，也称传

统分类法；其二是以声学物理归纳手段作为分类依据的现代分类法，也称逻辑分类法。 

      传统分类法主要指世界古代高文化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惯用分类法。它包括：中国的八音

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印度的二分类法（弦乐器、气乐器）、五分

类法（单皮乐器、双皮乐器、前皮乐器、打击乐器和气乐器）和四分类法（皮乐器、弦乐器

、金属打击乐器、气乐器）；阿拉伯的二分类法（固体乐器[包括击奏、拨奏、擦奏乐器]；

空穴乐器[吹奏乐器]）以及欧洲的三分类法（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这些分类法都

有各自的内涵和分类的依据。 

      现代分类法把世界上所有乐器归纳为五大类：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

和电鸣乐器。 

      对于传统分类法和逻辑分类法不能简单地说哪个科学或不科学，它们都一定历史时期、一

定地域、一定民族文化和认识论的产物。

      据统计：2014年全球乐器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0.8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当中进口

贸易总额为66.5亿美元；出口贸易总金额为64.4亿美元。

      2011-2015年全球乐器进口贸易总额达到326.64亿美元，当中2011-2015年间美国乐器进口总

金额为64.56亿美元；德国累计进口金额为34.03亿美元。

      2011-2015年全球乐器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14.42亿美元，当中2011-2015年间中国乐器出口总

金额为81.63亿美元；美国出口金额为40.3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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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