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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6年1-6月中国蓄电池进口数量为87,595万个，同比增长0.2%；2016年1-6月中国蓄电池进

口金额为1,742,882千美元，同比下降2.3%。2016年1-6月  

 2016年1-6月中国蓄电池进口量统计表     月份   数量（万个）   金额（千美元）   数量同比（%

）   金额同比（%）       1月   15,907   303,935   7.6   2.4       2月   12,254   238,545   -0.2   -0.7       3月  

15,154   308,988   3.8   -2.1       4月   14,139   279,668   -11.5   -13.5       5月   15,370   317,408   6.1   7.5       6

月   14,772   294,390   -3.6   -5.9   

 

      2016年1-6月中国蓄电池出口数量为104,104万个，同比下降3%；2016年1-6月中国蓄电池出

口金额为4,442,169千美元，同比下降3.2%。

 2016年1-6月中国蓄电池出口量统计表     月份   数量（万个）   金额（千美元）   数量同比（%

）   金额同比（%）       1月   19,101   805,306   2.2   3.1       2月   11,473   529,604   -26   -24.9       3月  

17,814   743,150   8.7   13.5       4月   18,956   798,048   1.3   -3.7       5月   19,635   824,962   -0.7   -1       6月  

18,536   834,500   1.9   6.3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蓄电池市场调查与市场运营趋势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蓄电池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蓄电池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蓄电池行业市

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蓄电池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蓄电池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最后分析了蓄电池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蓄电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蓄电池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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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电池行业相关概述

1.1　蓄电池定义及原理

1.1.1　蓄电池的概念

1.1.2　蓄电池工作原理

1.1.3　蓄电池常用技术术语解释



1.2　蓄电池的四个发展阶段

1.2.1　普通铅酸蓄电池

1.2.2　干荷电电池

1.2.3　免维护电池

1.2.4　密闭电池

1.3　锂离子蓄电池的相关概述

1.3.1　锂电池分类情况

1.3.2　锂离子蓄电池原理

1.3.3　锂离子蓄电池构造

1.3.4　锂离子蓄电池优缺点

1.4　铅酸蓄电池的相关概述

1.4.1　定义与分类

1.4.2　基本结构

1.4.3　应用领域

 

第二章　2014-2016年中国电池业整体发展分析

2.1　中国电池行业发展综述

2.1.1　电池的种类及产业历程

2.1.2　电池业绿色革命赢得市场

2.1.3　储能电池产业链初步形成

2.1.4　电池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2.1.5　外企争夺高端市场份额

2.2　2014-2016年中国电池制造业经济运行情况

2.2.1　2014年电池经济运行

2.2.2　2015年电池经济运行

2.2.3　2016年电池经济运行

2.3　2014-2016年中国电池行业进出口分析

2.3.1　出口贸易国格局

2.3.2　出口市场规模分析

2.3.3　进口市场规模分析

2.3.4　外贸存在的问题

2.3.5　国外贸易壁垒影响



2.4　中国废电池的回收

2.4.1　国内相关政策概述

2.4.2　废旧电池再生利用

2.4.3　回收利用的经济效益

2.4.4　回收利用产业化需求

2.4.5　回收利用存在的不足

2.4.6　废旧电池回收的建议

2.5　中国电池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策略

2.5.1　主要挑战分析

2.5.2　市场有待规范

2.5.3　能量密度挑战

2.5.4　转型升级对策

2.5.5　污染预防措施

2.5.6　绿色发展策略

 

第三章　2014-2016年蓄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3.1　蓄电池技术发展进程分析

3.1.1　绿色蓄电池技术

3.1.2　汽车蓄电池技术

3.1.3　通信用蓄电池技术

3.1.4　无镉铅蓄电池技术

3.1.5　容量快速测试技术

3.2　国内外蓄电池梯次利用分析

3.2.1　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项目概览

3.2.2　国内蓄电池梯次利用政策分析

3.2.3　技术创新助力蓄电池梯次利用

3.2.4　蓄电池梯次利用商业价值巨大

3.3　2014-2016年国内蓄电池行业发展现状

3.3.1　蓄电池行业产能现状

3.3.2　蓄电池进口市场规模

3.3.3　蓄电池出口市场规模

3.3.4　行业消费税影响分析



3.3.5　部分地区行业发展现状

3.4　2013-2015年全国铅酸蓄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3.4.1　全国产量趋势分析

3.4.2　2013年全国产量

3.4.3　2014年全国产量

3.4.4　2015年全国产量

3.4.5　2015年产量分布

3.5　2013-2015年全国碱性蓄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3.5.1　全国产量趋势分析

3.5.2　2013年全国产量

3.5.3　2014年全国产量

3.5.4　2015年全国产量

3.5.5　2015年产量分布

3.6　蓄电池行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3.6.1　产业面临的环境问题

3.6.2　生产商的挑战及建议

3.6.3　蓄电池行业发展对策

3.6.4　蓄电池行业发展措施

 

第四章　2014-2016年锂离子蓄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4.1　锂离子蓄电池细分种类相关概述

4.1.1　手机用锂离子蓄电池行业规范

4.1.2　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发展概述

4.1.3　电动助力车用锂蓄电池关键特点

4.1.4　高分子二次锂电池性能优势明显

4.2　2014-2016年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现状

4.2.1　行业运行特点

4.2.2　产业规模分析

4.2.3　产业应用结构

4.2.4　产业集群分析

4.2.5　行业走势分析

4.3　2014-2016年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4.3.1　2014-2016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趋势

4.3.2　2014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情况

4.3.3　2015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情况

4.3.4　2015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布情况

 2016年1-10月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表     地区/Measures   本月产量(只(自然只))   本月

止累计(只(自然只))   本月同比增长(%)   本月止累计同比增长(%)       全国   789,356,000.00  

6,061,123,000.00   54.6   35.7       北京   -   -   -   -       天津   -   -   -   -       河北   -   -   -   -       山西   -   -   -  

-       内蒙古   -   -   -   -       辽宁   -   -   -   -       吉林   -   -   -   -       黑龙江   -   -   -   -       上海   -   -   -   -     

 江苏   -   -   -   -       浙江   -   -   -   -       安徽   -   -   -   -       福建   -   -   -   -       江西   -   -   -   -       山东   - 

 -   -   -       河南   -   -   -   -       湖北   -   -   -   -       湖南   -   -   -   -       广东   -   -   -   -       广西   -   -   -   -    

  海南   -   -   -   -       重庆   -   -   -   -       四川   -   -   -   -       贵州   -   -   -   -       云南   -   -   -   -       西藏   -

  -   -   -       陕西   -   -   -   -       甘肃   -   -   -   -       青海   -   -   -   -       宁夏   -   -   -   -       新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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