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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

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  

      根据商务部、公安部颁布，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所谓典当，是

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

，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通俗的说，典当就是要以财

物作质押，有偿有期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以物换钱的融资方式，只要顾客在约定

时间内还本并支付一定的综合服务费（包括当物的保管费、保险费、利息等），就可赎回当

物。原则上只要来源合法、产权明晰、依法可以流通的有价值物品或财产权利都可以典当，

但不同典当行具体开展的业务有不同，一般来讲房产、股票、企业债券、大额存单、车辆、

金银饰品、珠宝钻石、电子产品、钟表、照相机、批量物资等都可以典当。与通常人们想象

中的旧当铺不同的是，现代典当行一般不收旧衣服。一般的，活物也是不典当的。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典当投资市场竞争状况分析及前景发展策略研

究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典当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典当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典当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典当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中国典当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典当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典当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典当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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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典当行业相关介绍

　　1.1　典当行业简介

　　　　1.1.1　典当的概念及区分

　　　　1.1.2　典当的三大类型

　　　　1.1.3　典当的主要流程

　　　　1.1.4　典当的三大社会功能

　　1.2　典当行业的发源



　　　　1.2.1　典当行的产生和发展

　　　　1.2.2　典当行产生的历史原因

　　　　1.2.3　典当行存在的几大条件

　　1.3　典当的基本地位

　　　　1.3.1　典当的客观地位

　　　　1.3.2　典当的独立地位

　　　　1.3.3　典当的从属地位

　　　　1.3.4　典当的弱势地位

 

第二章　国外典当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1　全球典当业通行监管模式简述

　　　　2.1.1　立法调控

　　　　2.1.2　行业自律为主

　　　　2.1.3　执法监督为辅

　　2.2　美国典当业发展分析

　　　　2.2.1　美国典当业基本认识

　　　　2.2.2　美国典当业发展综述

　　　　2.2.3　美国典当业发展特点

　　　　2.2.4　典当业与银行并驾齐驱

　　　　2.2.5　美国典当行业的商业模式

　　　　2.2.6　美国典当市场的准入条件

　　　　2.2.7　美国典当业的法律与监管

　　2.3　英国典当业发展分析

　　　　2.3.1　英国典当业发展阶段

　　　　2.3.2　英国典当行设立标准

　　　　2.3.3　英国典当业务的流程

　　　　2.3.4　英国典当业立法情况

　　　　2.3.5　英国典当业管理体制

　　2.4　日本典当业发展特点

　　　　2.4.1　典当物品的发展变化

　　　　2.4.2　典当店铺数量减少

　　　　2.4.3　典当机构的调整



　　　　2.4.4　典当服务质量提高

　　　　2.4.5　当铺资金来源有保障

　　2.5　马来西亚典当业发展分析

　　　　2.5.1　典当法规的变化历程

　　　　2.5.2　典当业的准入条件详解

　　　　2.5.3　典当业的经营环境分析

　　2.6　新加坡典当业发展分析

　　　　2.6.1　典当历史的特殊性

　　　　2.6.2　典当法规的健全性

　　　　2.6.3　典当市场的繁荣性

　　　　2.6.4　新加坡典当业发展规模

　　2.7　其他国家典当行业分析

　　　　2.7.1　俄罗斯

　　　　2.7.2　意大利

　　　　2.7.3　蒙古国

　　　　2.7.4　墨西哥

　　　　2.7.5　港澳台

第三章　2013-2016年中国典当行业的发展

　　3.1　中国典当行业发展历程

　　　　3.1.1　旧中国时期的典当业

　　　　3.1.2　新中国时期的典当业

　　　　3.1.3　近代江南典当业转型历程

　　　　3.1.4　典当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特征

　　3.2　2013-2016年中国典当行业发展规模

　　　　3.2.1　2013年典当业务员规模

　　　　3.2.2　2014年典当业务员规模

　　　　3.2.3　2015年典当业务员规模

　　　　3.2.4　2016年典当业务员规模

　　3.3　2014-2016年中国典当行业的政策环境

　　　　3.3.1　中国典当行业管理部门的变更

　　　　3.3.2　我国制定《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3.3.3　全国典当行业发展布局方案



　　　　3.3.4　行政审批项目改革惠及典当

　　　　3.3.5　2016年引导典当行做好融资服务

　　3.4　中国典当行业运营分析

　　　　3.4.1　中国典当业运营概况

　　　　3.4.2　典当行业经营的三大理念

　　　　3.4.3　典当行银行贷款置换业务

　　　　3.4.4　典当业获利的经营之道

　　3.5　典当行业连锁经营分析

　　　　3.5.1　国外典当业连锁经营发展成熟

　　　　3.5.2　我国典当业连锁经营主要模式

　　　　3.5.3　典当行业连锁经营面临的问题

　　　　3.5.4　典当行业跨区连锁现状及策略

　　3.6　典当行业存在的问题

　　　　3.6.1　典当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3.6.2　典当业存在的主要缺陷

　　　　3.6.3　典当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3.6.4　典当行业发展空间被挤压

　　　　3.6.5　典当行经营中的业务风险

　　3.7　典当行业的发展对策

　　　　3.7.1　典当行业的投资策略

　　　　3.7.2　我国典当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7.3　促进典当行业健康发展措施

　　　　3.7.4　典当业应对金融业开放之策

　　　　3.7.5　典当业务创新需注意的方面

　　　　3.7.6　中国典当行的营销策略分析

第四章　2013-2016年中国重点省市典当业分析

　　4.1　浙江省

　　　　4.1.1　行业发展概述

　　　　4.1.2　行业运行特点

　　　　4.1.3　区域发展状况

　　　　4.1.4　行业监管状况

　　　　4.1.5　行业促进政策



　　　　4.1.6　行业发展建议

　　4.2　上海市

　　　　4.2.1　经营规模分析

　　　　4.2.2　经营业务分析

　　　　4.2.3　行业发展特征

　　　　4.2.4　行业问题分析

　　　　4.2.5　行业发展建议

　　4.3　江苏省

　　　　4.3.1　行业发展特征

　　　　4.3.2　行业合作动态

　　　　4.3.3　区域发展状况

　　　　4.3.4　行业监管措施

　　4.4　山东省

　　　　4.4.1　行业发展特征

　　　　4.4.2　行业规模现状

　　　　4.4.3　行业增长态势

　　　　4.4.4　典当融资状况

　　　　4.4.5　区域发展状况

　　4.5　福建省

　　　　4.5.1　行业规模现状

　　　　4.5.2　行业监管状况

　　　　4.5.3　行业投资态势

　　　　4.5.4　行业管理动态

　　4.6　江西省

　　　　4.6.1　行业发展回顾

　　　　4.6.2　行业规模现状

　　　　4.6.3　区域发展状况

　　　　4.6.4　行业监管状况

　　　　4.6.5　行业准入标准

　　4.7　河南省

　　　　4.7.1　行业规模现状

　　　　4.7.2　行业监管举措



　　　　4.7.3　行业准入条件

　　4.8　湖北省

　　　　4.8.1　行业规模状况

　　　　4.8.2　行业增长态势

　　　　4.8.3　行业模式创新

　　　　4.8.4　区域发展状况

　　4.9　甘肃省

　　　　4.9.1　行业发展回顾

　　　　4.9.2　行业规模现状

　　　　4.9.3　行业监管状况

　　　　4.9.4　行业问题分析

　　　　4.9.5　未来指导意见

　　4.10　内蒙古

　　　　4.10.1　行业发展回顾

　　　　4.10.2　行业规模现状

　　　　4.10.3　行业运行特征

　　　　4.10.4　行业监管政策

　　4.11　中国其他省市典当业的发展

　　　　4.11.1　安徽省

　　　　4.11.2　四川省

　　　　4.11.3　新疆自治区

　　　　4.11.4　河北省

　　　　4.11.5　海南省

　　　　4.11.6　长沙市

　　　　4.11.7　深圳市

第五章　2013-2016年典当融资业务分析

　　5.1　典当融资的相关介绍

　　　　5.1.1　典当融资的三大特征

　　　　5.1.2　典当融资方式分析

　　　　5.1.3　典当行融资的业务范围

　　　　5.1.4　典当行融资存在的局限性

　　5.2　典当在多元融资领域的竞争分析



　　　　5.2.1　来自于银行的竞争

　　　　5.2.2　来自于民间融资的竞争

　　　　5.2.3　来自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竞争

　　　　5.2.4　政府支持典当行服务中小微企业

　　5.3　典当行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发展

　　　　5.3.1　典当行的&ldquo;互联网+&rdquo;机遇

　　　　5.3.2　鼓励利用互联网开展典当业务

　　　　5.3.3　典当行业的互联网化路径探析

　　　　5.3.4　跨界融合创新典当业发展模式

　　　　5.3.5　互联网金融助力传统典当业升级

　　5.4　典当行融资的法律研究

　　　　5.4.1　典当行融资法律关系的内涵

　　　　5.4.2　典当行融资存在的法律问题

　　　　5.4.3　典当行融资须遵守的法律法规

　　5.5　股票典当融资与融资融券的比较分析

　　　　5.5.1　股票典当融资的业务操作

　　　　5.5.2　股票典当融资仍存在风险

　　　　5.5.3　股票典当融资仍存法律空白

　　　　5.5.4　股票典当融资与融资融券互补

第六章　2013-2016年房地产典当业务分析

　　6.1　房地产典当业务介绍

　　　　6.1.1　房地产典当的含义

　　　　6.1.2　与房地产抵押的区分

　　　　6.1.3　房产典当业务的范围

　　　　6.1.4　房产典当的操作流程

　　6.2　房地产典当业发展综述

　　　　6.2.1　中国房地产典当业务日渐走俏

　　　　6.2.2　2016年房产典当业务发展态势

　　　　6.2.3　2015年房地产典当息费下调

　　　　6.2.4　房地产典当业务须谨慎操作

　　6.3　2014-2016年部分地区房地产典当业分析

　　　　6.3.1　北京上调房产典当折当率



　　　　6.3.2　上海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规模

　　　　6.3.3　山东房地产抵押典当比重提升

　　　　6.3.4　兰州房产典当业务成市场主力

　　　　6.3.5　深圳完善房产典当业务监管政策

　　6.4　房地产典当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4.1　房产典当急剧膨胀的风险

　　　　6.4.2　房产典当业须正视的问题

　　　　6.4.3　房地产典当行业潜在法律漏洞

　　　　6.4.4　办理房产抵押典当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6.4.5　新形势下我国房地产典当的风险防范

第七章　2013-2016年其他典当业务分析

　　7.1　证券典当业务

　　　　7.1.1　证券典当的概念及流程

　　　　7.1.2　证券典当的产生

　　　　7.1.3　证券典当业务发展迅速

　　　　7.1.4　监管规定对股票典当的影响

　　7.2　机动车典当业务

　　　　7.2.1　机动车典当概念及相关程序

　　　　7.2.2　国内汽车典当市场发展态势

　　　　7.2.3　异地汽车典当业务受青睐

　　　　7.2.4　限购政策对汽车典当业务的影响

　　7.3　民用品典当业务

　　　　7.3.1　民品典当的概念及业务流程

　　　　7.3.2　民品小额典当的优点和特征

　　　　7.3.3　民品典当业务成&ldquo;新宠&rdquo;

　　　　7.3.4　民品典当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7.3.5　艺术品典当规模及问题剖析

　　　　7.3.6　典当行艺术品典当发展的探索

第八章　2014-2016年国际典当企业分析

　　8.1　美国国际典当有限公司

　　　　8.1.1　公司简介

　　　　8.1.2　2014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1.3　2015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1.4　2016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2　EZ典当公司

　　　　8.2.1　公司简介

　　　　8.2.2　2014财年艾茨克普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2.3　2015财年艾茨克普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2.4　2016财年艾茨克普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3　第一现金服务公司

　　　　8.3.1　公司简介

　　　　8.3.2　2014年第一现金服务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3.3　2015年第一现金服务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3.4　2016年第一现金服务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4　哈维?汤普森集团

　　　　8.4.1　公司简介

　　　　8.4.2　2014年哈维?汤普森经营状况

　　　　8.4.3　2015年哈维?汤普森经营状况

　　　　8.4.4　2016年哈维?汤普森经营状况

第九章　2013-2016年国内主要典当企业分析

　　9.1　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

　　　　9.1.1　企业发展概况

　　　　9.1.2　东方典当连锁化发展迈进新阶段

　　　　9.1.3　东方典当经营创新经验分析

　　　　9.1.4　东方典当打造特色融资服务品牌

　　　　9.1.5　东方典当拓展互联网版图

　　　　9.1.6　2016年东方典当发展思路

　　9.2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经营效益分析

　　　　9.2.3　业务经营分析

　　　　9.2.4　财务状况分析

　　　　9.2.5　未来前景展望

　　9.3　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9.3.1　企业发展概况

　　　　9.3.2　企业品牌体系

　　　　9.3.3　业务发展探析

　　　　9.3.4　经营模式创新

　　　　9.3.5　融资业务升级

　　9.4　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公司

　　　　9.4.1　企业发展概况

　　　　9.4.2　宝瑞通打造电商平台

　　　　9.4.3　宝瑞通提升服务速度

　　　　9.4.4　宝瑞通民品典当业务

　　　　9.4.5　宝瑞通拓宽业务领域

　　9.5　其他重要典当行介绍

　　　　9.5.1　上海国盛典当有限公司

　　　　9.5.2　北京民生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9.5.3　北京市金寿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章　中国典当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0.1　投资典当业的可行性研究

　　　　10.1.1　典当的行业发展空间

　　　　10.1.2　典当行业经营回报分析

　　　　10.1.3　典当业民间投资及回报分析

　　10.2　典当业投资前景及规避

　　　　10.2.1　典当业务四大风险分析

　　　　10.2.2　投资典当业的盈利风险

　　　　10.2.3　典当业的风险控制建议

　　　　10.2.4　典当行业法律风险及防范

第十一章　中国典当行业发展趋势及趋势分析（ZY ZZ）

　　11.1　&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典当行业的发展目标与任务

　　　　11.1.1　发展目标

　　　　11.1.2　主要任务

　　　　11.1.3　保障措施

　　11.2　 2016-2022年中国典当行业前景分析

　　　　11.2.1　2016-2022年中国典当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11.2.2　 2016-2022年中国典当业典当总额预测

　　　　11.2.3　 2016-2022年中国典当业利润总额预测

　　11.3　中国典当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11.3.1　典当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11.3.2　典当业发展模式转型趋势

　　　　11.3.3　典当业的创新与发展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1　民国时期部分省市典当法规概况

图表2　江浙地区农村现金借贷月利率所占百分比

图表3　2011-2016年浙江省典当行业新增企业数量

图表4　2015年上海市典当行业经营网点统计及分布

图表5　2015年上海市各区县典当经营网点对比表

图表6　2015年上海市各区县典当经营网点比例图

图表7　2015年上海市典当企业注册资金分类情况

图表8　2015年上海市典当企业注册资金比例图

图表9　2010-2016年上海市典当总额变化情况

图表10　2010-2016年上海市典当业务笔数变化情况

图表11　2010-2016年上海市典当总费收入变化情况

图表12　2014-2016年上海市典当行业经营情况对比表

图表13　2014-2016年上海市典当业务经营情况对比表

图表14　2014-2016年上海市典当动产业务经营情况对比表

图表15　2014-2016年上海市典当民品业务经营情况对比表

图表16　2010-2016年上海市典当各业务所占比重对比表

图表17　2014-2016年上海市典当企业从事业务结构情况

图表18　2010-2016年上海市典当行业息费率变化情况

图表19　2015年河南新设典当行名单

图表20　房产典当操作流程

图表21　证券典当业务流程

图表22　汽车典当程序

图表23　民品典当操作流程

图表24　2013-2015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综合损益表



图表25　2013-2015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不同地区销售情况表

图表26　2013-2015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综合收益表

图表27　2013-2015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不同地区销售情况表

图表28　2016年美国国际典当公司综合收益表

图表29　2013-2015财年艾茨克普公司综合损益表

图表30　2013-2015财年艾茨克普公司不同地区销售情况表

图表31　2013-2015财年艾茨克普公司综合收益表

图表32　2013-2015财年艾茨克普公司不同地区销售情况表

图表33　2015-2016财年艾茨克普公司综合收益表

图表34　2013-2015年第一现金综合损益表

图表35　2013-2015年第一现金不同地区收入情况

图表36　2013-2015年第一现金综合损益表

图表37　2013-2015年第一现金不同地区收入情况

图表38　2016年第一现金综合损益表（未审计）

图表39　2012-2013年哈维?汤普森综合损益表

图表40　2012-2013年哈维?汤普森不同部门销售额及毛利润

图表41　2014-2015年哈维?汤普森综合损益表

图表42　2014-2015年哈维?汤普森不同部门销售额及毛利润

图表43　2014-2015年哈维?汤普森综合损益表

图表44　2014-2015年哈维?汤普森不同部门销售额及毛利润

图表45　2014-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46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47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48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49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50　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51　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52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53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54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55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56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57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58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59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60　2014-2015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61　2016年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62　 2016-2022年中国典当业典当总额预测

图表63　 2016-2022年中国典当业利润总额预测

略&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touzi/1143822ZNM.html

http://www.abaogao.com/b/touzi/1143822ZN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