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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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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轴承作为各类机电产品配套与维修的重要机械基础件，具有摩擦力小、易于启动、升速迅

速、结构紧凑、&ldquo;三化&rdquo;（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水平高、适应现代各种机械

要求的工作性能、使用寿命长以及维修保养简便等特点，其性能、水平、质量对主机的精度

和性能有着直接的影响，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轴承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基础产业，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轴承工业已具备了

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较大的生产能力。&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轴承行业保持了平稳较

快发展的态势，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年递增18.20%，轴承产量平均年递增20.11%。轴承行业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建成轴承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家政策由过去的&ldquo;保增长&rdquo;向明确以&ldquo;调结

构&rdquo;为主要取向的转变，各主机行业产品的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变为水平不断升级的影响

，再加上国际上受欧元区债务危机，特别在8月份以来的影响，出口连续3个月出现环比下降

。在国内外局势的共同影响下，轴承行业的经济运行出现了前高后低的变化，但由于上半年

的快速发展，2011全行业累计同比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态势。 

　　2012年1-3月，轴承制造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454.053亿元，同比增长19.60%；轴承制造业

利润总额达到18.812亿元。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轴承行业将延续稳步增长的态势，首先，轴承是消耗性的

机械基础件，除新增项目和新增机械产品将拉动轴承需求外，机械产品保有量的增加和利用

率的提高都会增加对轴承的消耗；其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对主机要求将越来越高，从而对轴承的性能、技术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新产品层出不穷，

需求量也会不断加大。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轴承行业运行趋势及投资战略咨询研究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轴承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轴承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

中国轴承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轴承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轴承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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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