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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玻璃纤维是非常好的金属材料替代材料，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玻璃纤维成为建筑、

交通、电子、电气、化工、冶金、环境保护、国防等行业必不可少的原材料。由于在多个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玻璃纤维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全球玻纤生产消费大国主要是美国

、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其人均玻纤消费量较高。  

      中国玻璃纤维行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动力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拉动。国际市场的

扩大，既有总需求增长的因素，也有来自国际企业前期因利润率较低退出行业后，给国内企

业在国际市场留下的发展空间；而国内市场的增长，则是来自下游消费行业的快速发展。中

国玻璃纤维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由政策刺激增长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中国玻纤行业也在2011年经历

了由快速增长向增速逐步回落的转变。2011年全年累计玻纤纱产量达279万吨，共有在产池

窑69座，池窑产能270万余吨，全年玻纤产品累计销售率为97.26%，玻纤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1040亿元左右，全行业累计玻纤及制品出口122.1万吨，出口到亚太地区的玻纤及制品数量

达到28.4万吨，累计玻纤及制品进口21.1万吨，玻璃纤维纱出口61.8万吨，同比增长仅为7.0%

，2011年短切玻璃纤维出口8.3万吨。

      2012年我国调整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标准，由原来2007年版《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中3万

吨/年的新建玻纤粗纱池窑产能标准高到了5万吨/年。2012年1-7月我国玻璃纤维纱产量达到

了2463539.48吨，比2011年同期增长了8.07%。

      长远来看，中东、亚太基础设施的加强和改造，对玻纤需求增加了很大的数量，随着全球

在玻纤改性塑料、运动器材、航空航天等方面对玻纤的需求不断增长，玻纤行业前景仍然乐

观。另外玻纤的应用领域又扩展到风电市场，这可能是玻纤未来发展的一个亮点。能源危机

促使各国寻求新能源，风能成为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在风电领域也开始加大力度投

资。到2020年，中国在风力发电领域将投资3500亿元，其中，20%（即700亿元）左右的领域

需要使用玻纤（如风机叶片等方面）。这对中国玻纤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总的来说

，未来玻纤产品作为新材料在中国的应用领域将会越来越宽广，市场仍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

间。

      《2016-2022年中国玻璃纤维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

，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

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



资料。

      报告揭示了玻璃纤维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玻璃纤维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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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8.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8.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8.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8.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9　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9.9.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9.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9.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9.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9.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9.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9　山东省武城县新明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9.9.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9.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9.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9.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9.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9.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1　文登隆力富渔具有限公司

9.11.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1.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1.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1.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1.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1.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2　山东裕鑫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9.12.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2.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2.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2.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2.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2.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3　山东三玉集团有限公司

9.13.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3.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3.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3.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3.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3.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4　山东华耀玻璃纤维总厂

9.14.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4.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4.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4.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4.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4.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5　清远忠信世纪玻纤有限公司

9.15.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5.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5.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5.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5.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5.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6　建滔（连州）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9.16.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6.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6.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6.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6.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6.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7　南亚玻纤布（昆山）有限公司

9.17.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7.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7.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7.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7.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7.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18　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



9.18.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8.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8.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8.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8.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8.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ZYXH）

9.19　上海宏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9.19.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19.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19.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19.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19.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19.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20　台嘉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9.20.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20.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20.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20.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20.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20.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21　建滔（清远）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9.21.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21.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21.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21.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21.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21.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9.22　山东省呈祥电工电气有限公司

9.22.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9.22.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9.22.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9.22.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9.22.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9.22.6　公司成长能力分

 

第十章　玻璃纤维的投资与前景趋势

10.1　玻璃纤维的投资分析（ZYXH）

10.1.1　玻纤行业实施准入条件控制盲目投资

10.1.2　外商投资鼓励类中玻纤及相关产业受关注

10.1.3　玻璃纤维等行业将受益低碳经济发展

10.1.4　玻璃纤维的市场投资潜力

10.2　玻纤发展的前景趋势

10.2.1　中国玻纤工业的发展趋向

10.2.2　玻璃纤维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10.2.3　我国玻纤行业发展前景看好

10.2.4　中国玻纤业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10.3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规划（草案）

10.3.1　指导思想

10.3.2　发展目标

10.3.3　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

10.4　2016-2022年中国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预测分析

10.4.1　2016-2022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收入预测

10.4.2　2016-2022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预测

10.4.3　2016-2022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产值预测

10.4.4　2016-2022年玻璃纤维纱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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