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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钢铁分为普钢和特钢，其中特钢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成为钢铁强国的重要标志。中国制

造业的增长为国内特殊钢发展提供了空间，制造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机械、汽车、

机电、造船等行业，对优特钢的需求强劲，成为支撑优特钢市场的直接动力。

         我国特殊钢行业经过建国以来的发展，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

来特殊钢的建设和改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特殊钢生产已在数量上与国民经济发

展大体适应。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在新材料产业中积极

发展高品质特殊钢、新型合金材料、工程塑料等先进结构材料。其中，特殊钢领域虽然是属

于传统钢铁产业中的一个分支，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下游装备制造对基础材料的要求越

来越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也越来越高。高品质的特钢材料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国内

钢铁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特殊钢的重要价值在于应用领域，&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航天航空、铁路、汽车、

海洋、能源、环保是最具应用潜力的领域。另外，&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是全球制造业分

工的又一个变动期，低端制造业的一部分将从中国转出，中高端制造业的一部分将转入，我

国特钢企业要抓住机遇转型升级，进入发展新阶段。

      《2016-2022年中国特钢行业监测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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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揭示了特钢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特钢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特钢行业发展前景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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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