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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轻工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

历史性跨越，成就了世界轻工生产大国、出口大国、消费大国地位。     

1   

部分产品产量呈千万倍增长   

我国轻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旧中国遗留的一个烂摊子的基础上，艰苦奋斗

，迅速恢复生产，通过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组建集体企业等，建成一批骨干

企业，为保障供给、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努力。从建国初期至2018年，轻工主要产品产

量呈现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上万倍的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消费品市场经

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轻工业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向产业链两端

延伸，实现由单纯生产向生产服务转化。如今的轻工业已成为我国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最高

的产业之一，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建立，各行业规模不断壮大，轻工产品的质量、产量也有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由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ldquo;老三件&rdquo;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

的&ldquo;新三件&rdquo;，随后科技含量更高的家电等产品又取代了&ldquo;新三件&rdquo;

。2017年，我国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洗衣机、冰箱和空调分别是96.7台、98台

、128.6台，而1985年仅为48.29台、6.58台和几乎没有。那些曾经一票难求的&ldquo;自行

车&rdquo;&ldquo;洗衣机&rdquo;&ldquo;冰箱&rdquo;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走进了博物馆，成为

见证商品匮乏时期的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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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消费品生产体系健全   

轻工业经过70年的发展，由解放初期30多个行业发展到目前的45个行业，涵盖了日用消费品

的主要方面，形成门类齐全的日用消费品生产体系。各行业规模不断壮大，经过打基础、上

规模、抓质量、上水平、调整结构、竞争整合、提升水平的几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由生

产、经营、科研、检测、信息交流与人才培育各方面组成的完整体系，并形成完整产业链。

生产要素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正在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解放初期，轻工产品稀少，产量不足，对保护环境没有提出要求，由于粗放型增长方式，

轻工业发展存在一些污染、低效益的问题。到了&ldquo;十五&rdquo;&ldquo;十一

五&rdquo;&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轻工业逐渐转变发展方式，高度重视发展与环境的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通过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编制绿色制造发展规划，构建绿色化新型轻

工业制造体系，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从生产源头消减污染，走节约发展、清



洁发展、安全发展的道路，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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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建国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只有上海、重庆和兰州三个综合性工

业试验所。伴随轻工业的成长，轻工业科研创新体系也迅速发展。70年来，轻工行业已经形

成一支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研发队伍，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和相应的科研基础设施，不

少行业拥有国家级、省级重点研究所。如今，轻工业已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

实验室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70个，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58个，中国轻工业重点实验室87个，中国轻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9个。一批国家重

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技术改造攻关项目顺利实施，造纸、塑料、发酵、酿酒、制糖、陶瓷

、皮革、日化、缝制机械、轻机、家电、制笔等行业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一批重大

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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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迈上新台阶   

建国初期，我国轻工业不发达，当时的传统产品中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小商品，品种单一，花

色很少，质量粗劣。经过70年的发展，轻工产品不仅在数量上基本满足了消费需求，在品质

上也有了大幅跃升，质量提升的背后是标准工作的助推。目前，全国轻工业已有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49个，分技术委员会86个，委员超过4000人，覆盖轻工绝大部分行业。轻工业现行标

准5728项，其中，国家标准2423项，行业标准3215项，军用标准90项。现有轻工检测机构87家

，为市场监管部门、生产企业、第三方机构、消费者提供检测服务。轻工各行业积极参与标

准国际化建设，增强标准国际话语权，承担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6个、担任主席2人、副

主席2人、秘书长5人、国际标准化注册150人次；主导制定国际标准75项，发布33项（ISO标

准29项，IEC标准4项），参与制定国际标准300余项。这些标准的制定，为我国产品顺利进入

国际市场提供了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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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产业集群发展迅速   

建国以前，我国轻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省份分布很少，边远省份几乎是空白。经

过几十年的调整，东部沿海地区轻工业持续发展，中西部一些省份依靠资源、劳动力成本低

等方面优势迅速崛起的产业格局。中西部地区在新的一轮产业转移中，承接转移作用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特点、市场条件等因素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并逐步发展成为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自2001年，在浙江省温州市培育出首

个&ldquo;中国鞋都&rdquo;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以来，截至2018年，我国轻工业共培育了275



个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皮革、家电、家具、五金、塑料、工艺美术等39

个行业，涵盖轻工87%的行业，主要分布浙江、广东等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轻工业特

色区域和产业集群推动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0%，有的集群产

品生产占到全国同类产品总量的50%以上。如眼镜、钟表、制笔、缝制机械等行业产业集群

和特色区域产值分别占到行业总产值的90%、86%、73%、55%。眼镜行业8个集群的工业生产

总值、企业数、利税、出口均占全国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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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贸易集散地和供应地   

1949年全国轻工产品出口总额仅0.37亿美元，1978年出口创汇21.13亿美元，2018年全国轻工行

业商品出口6372.63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25.7%，比建国初期增加17223倍，是改革开放

初期的300多倍。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轻工产业向国际化迈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家具、家用电器等行业出口额名列世界前茅。轻工产品在世界贸易量中的比重，小家电占

到80%，空调器、微波炉、羽绒服占70%，自行车占65%，日用陶瓷占60%，电冰箱、鞋占50%

，洗衣机占45%。我国轻工产品出口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轻工商品已成为国际制

造中心和采购中心，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集散地和供应地。近年来，随着轻工比较优势的变

化和产业实力的增强，一般贸易比重持续上升。家电、皮革、家具、自行车、五金制品等行

业成为中国在全球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文体、陶瓷、工艺美术、乐器、文房四宝等

行业产品频繁出现在我国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等国际活动中，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轻工

中高端产品的风采。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方面，造纸、自行车、饮料、电池、陶瓷、皮革、

家具、家电、化妆品等行业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   

补：重工业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

具体包括：(1)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如采矿等；(2)对采掘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炼铁、炼钢、

化工生产、石油加工、机器制造等，以及电力、煤气的生产和供应等；(3)对重工业品的修理

、翻新，如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的修理等。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轻

工制造行业发展态势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轻工制造行业市场发

展环境、轻工制造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轻工制造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

绍了轻工制造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轻工制造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中国轻工制造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轻工制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中国轻工制造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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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制造行业发展综述

1.1  轻工制造行业定义及分类

1.1.1 行业定义

1.1.2 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轻工业，与重工业相对，也互有交叉，主要是指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部门。轻工业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如：食品、烟酒、家电、家具、五金、玩具、乐器、陶瓷、纺织、造纸、

印刷、生活用品、办公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等工业部门。轻工业是城乡居民生活消费

品的主要来源，按其所使用原料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以非农产

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轻工业主要指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包括：     

1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如棉、毛、麻、丝的纺织及缝纫，皮革及其制品，纸浆及造纸，食品加

工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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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如日用金属、日用化工、日用玻璃、日用陶瓷、化学纤维及其织品、

火柴、生活用木制品及塑料制品等工业。轻工业产品大部分是生产消费品，一部分作为原料

和半成品用于生产，如化学纤维、工业用布、纸张、盐等。   

1.1.3 行业主要商业模式

1.2  轻工制造行业特征分析

1.2.1 产业链分析

1.2.2 轻工制造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2.3 轻工制造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1）行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

（2）轻工制造行业生命周期

1.3  最近3-5年中国轻工制造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1.3.1 赢利性

1.3.2 成长速度

1.3.3 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1.3.4 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1.3.5 风险性



1.3.6 行业周期

1.3.7 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1.3.8 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二章 轻工制造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2.1  轻工制造行业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2.1.1 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2.1.2 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2.1.3 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2.2  轻工制造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2.2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2.3 产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3  轻工制造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轻工制造产业社会环境

2.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2.3.3 轻工制造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4  轻工制造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轻工制造技术分析

2.4.2 轻工制造技术发展水平

2.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章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运行分析

3.1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1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发展阶段

3.1.2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3.1.3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3.2  2015-2019年轻工制造行业发展现状

3.2.1  2015-2019年我国轻工制造行业市场规模

3.2.2  2015-2019年我国轻工制造行业发展分析

3.2.3  2015-2019年中国轻工制造企业发展分析

3.3  区域市场分析



3.3.1 区域市场分布总体情况

3.3.2  2015-2019年重点省市市场分析

3.4  轻工制造细分产品/服务市场分析

3.4.1 细分产品/服务特色

3.4.2  2015-2019年细分产品/服务市场规模及增速

3.4.3 重点细分产品/服务市场前景预测

3.5  轻工制造产品/服务价格分析

3.5.1  2015-2019年轻工制造价格走势

3.5.2 影响轻工制造价格的关键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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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2022-2028年轻工制造产品/服务价格变化趋势

3.5.4 主要轻工制造企业价位及价格策略

 

第四章 我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4.1  2015-2019年中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4.1.1 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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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4.1.4 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4.2  2015-2019年中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4.2.1 我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工业总产值

4.2.2 我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4.2.3 我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产销率

4.3  2015-2019年中国轻工制造所属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4.3.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4.3.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3.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4.3.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五章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供需形势分析

5.1  轻工制造行业供给分析

5.1.1  2015-2019年轻工制造行业供给分析

5.1.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供给变化趋势

5.1.3 轻工制造行业区域供给分析

5.2  2015-2019年我国轻工制造行业需求情况

5.2.1 轻工制造行业需求市场

5.2.2 轻工制造行业客户结构

5.2.3 轻工制造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5.3  轻工制造市场应用及需求预测

5.3.1 轻工制造应用市场总体需求分析

（1）轻工制造应用市场需求特征

（2）轻工制造应用市场需求总规模

5.3.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领域需求量预测

（1）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领域需求产品/服务功能预测

（2）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领域需求产品/服务市场格局预测

5.3.3 重点行业轻工制造产品/服务需求分析预测

 

第六章 轻工制造行业产业结构分析

6.1  轻工制造产业结构分析

6.1.1 市场细分充分程度分析

6.1.2 各细分市场领先企业排名

6.1.3 各细分市场占总市场的结构比例

6.1.4 领先企业的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

6.2  产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分析及产业链条的整体竞争优势分析

6.2.1 产业价值链条的构成

6.2.2 产业链条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分析

6.3  产业结构发展预测

6.3.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分析

6.3.2 产业结构调整中消费者需求的引导因素

6.3.3 中国轻工制造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市场定位

6.3.4 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分析



 

第七章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产业链分析

7.1  轻工制造行业产业链分析

7.1.1 产业链结构分析

7.1.2 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7.1.3 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7.2  轻工制造上游行业分析

7.2.1 轻工制造产品成本构成

7.2.2  2015-2019年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7.2.3  2022-2028年上游行业发展趋势

7.2.4 上游供给对轻工制造行业的影响

7.3  轻工制造下游行业分析

7.3.1 轻工制造下游行业分布

7.3.2  2015-2019年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7.3.3  2022-2028年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7.3.4 下游需求对轻工制造行业的影响

 

第八章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渠道分析及策略

8.1  轻工制造行业渠道分析

8.1.1 渠道形式及对比

8.1.2 各类渠道对轻工制造行业的影响

8.1.3 主要轻工制造企业渠道策略研究

8.1.4 各区域主要代理商情况

8.2  轻工制造行业用户分析

8.2.1 用户认知程度分析

8.2.2 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8.2.3 用户购买途径分析

8.3  轻工制造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8.3.1 中国轻工制造营销概况

8.3.2 轻工制造营销策略探讨

8.3.3 轻工制造营销发展趋势

 



第九章 我国轻工制造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9.1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9.1.1 轻工制造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9.1.2 轻工制造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9.1.3 轻工制造行业集中度分析

9.1.4 轻工制造行业SWOT分析

9.2  中国轻工制造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9.2.1 轻工制造行业竞争概况

（1）中国轻工制造行业竞争格局

（2）轻工制造行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轻工制造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9.2.2 中国轻工制造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轻工制造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轻工制造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轻工制造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9.2.3 轻工制造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 轻工制造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10.1  A公司

10.1.1 企业概况

10.1.2 企业优势分析

10.1.3 产品/服务特色

10.1.4 公司经营状况

10.1.5 公司发展规划

10.2  B公司

10.2.1 企业概况



10.2.2 企业优势分析

10.2.3 产品/服务特色

10.2.4 公司经营状况

10.2.5 公司发展规划

10.3  C公司

10.3.1 企业概况

10.3.2 企业优势分析

10.3.3 产品/服务特色

10.3.4 公司经营状况

10.3.5 公司发展规划

10.4  D公司

10.4.1 企业概况

10.4.2 企业优势分析

10.4.3 产品/服务特色

10.4.4 公司经营状况

10.4.5 公司发展规划

10.5  E公司

10.5.1 企业概况

10.5.2 企业优势分析

10.5.3 产品/服务特色

10.5.4 公司经营状况

10.5.5 公司发展规划

10.6  F公司

10.6.1 企业概况

10.6.2 企业优势分析

10.6.3 产品/服务特色

10.6.4 公司经营状况

10.6.5 公司发展规划

 

第十一章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投资前景

11.1  2022-2028年轻工制造市场发展前景

11.1.1  2022-2028年轻工制造市场发展潜力



11.1.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11.1.3  2022-2028年轻工制造细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1.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2.1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发展趋势

11.2.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市场规模预测

11.2.3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11.2.4  2022-2028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3  2022-2028年中国轻工制造行业供需预测

11.3.1  2022-2028年中国轻工制造行业供给预测

11.3.2  2022-2028年中国轻工制造行业需求预测

11.3.3  2022-2028年中国轻工制造供需平衡预测

11.4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11.4.1 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11.4.2 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11.4.3 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11.4.4 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11.4.5 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二章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12.1  轻工制造行业投融资情况

12.1.1 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12.1.2 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12.1.3 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12.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投资机会

12.2.1 产业链投资机会

12.2.2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12.2.3 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12.3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12.3.1 政策风险及防范

12.3.2 技术风险及防范

12.3.3 供求风险及防范

12.3.4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12.3.5 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12.3.6 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12.3.7 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十三章 轻工制造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13.1  轻工制造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13.1.1 战略综合规划

13.1.2 技术开发战略

13.1.3 业务组合战略

13.1.4 区域战略规划

13.1.5 产业战略规划

13.1.6 营销品牌战略

13.1.7 竞争战略规划

13.2  对我国轻工制造品牌的战略思考

13.2.1 轻工制造品牌的重要性

13.2.2 轻工制造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13.2.3 轻工制造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13.2.4 我国轻工制造企业的品牌战略

13.2.5 轻工制造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13.3  轻工制造经营策略分析

13.3.1 轻工制造市场细分策略

13.3.2 轻工制造市场创新策略

13.3.3 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13.3.4 轻工制造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13.4  轻工制造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13.4.1  2019年轻工制造行业投资战略

13.4.2  2022-2028年轻工制造行业投资战略

13.4.3  2022-2028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四章 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14.1  轻工制造行业研究结论

14.2  轻工制造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14.3  轻工制造行业投资建议

14.3.1 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14.3.2 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14.3.3 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3/275738.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3/2757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