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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蓄电池是目前世界上广泛使用的一种化学&ldquo;电源&rdquo;，具有电压平稳、安全可靠

、价格低廉、适用范围广、原材料丰富和回收再生利用率高等优点，是世界上各类电池中产

量最大、用途最广的一种电池。  

      近年来，美国江森自控公司、索尼、三洋、日立等知名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蓄电

池生产基地，还将市场从大城市逐步拓展到中小城市，甚至NEC、博世主要以生产软件与电

器为主的企业也开始将业务的触角延伸到生产蓄电池领域中。跨国公司的涌入，使国内蓄电

池生产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2014年中国铅酸蓄电池产量22069.77万千伏安时，同比增

长4.58%。2015年中国铅酸蓄电池出口数量为21,745万个，同比增长8.3%；2015年中国铅酸蓄电

池出口金额为2,896,472千美元，同比增长11.6%。

 2015 全球蓄电池分布格局

 2011-2015 中国蓄电池产量及增长率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蓄电池行业设计趋势分析及市场竞争策略研究

报告》共八章。首先介绍了蓄电池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蓄电池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蓄电池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蓄电池面临的机遇

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蓄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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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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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