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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RFID是射频识别技术的统称，同条形码、IC卡等其他识别方式相同，其基本功能是识别目

标物品的唯一标识符(UID)，所不同的是以射频传输方式来完成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并实现

运动目标与多目标的识别。RFID同时又是一种数据通信技术，具备通信系统的基本构件如发

送、接收和信道以及传输信息等基本功能，所不同的是其传输的信息是人为的、同定的。凭

借其存储容量大、识别目标多、读取距离远、数据可加密等优点及发展潜力，RFID被誉为当

今重要的技术之一。 

    电子标签的应用和发展是建立在RFID产业链发展的基础上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落后都将影

响整个产业发展。我围在RFID领域研发时间上落后于欧美韩日等同，在UHF和微波频段上还

缺少完整的产业链，在目前国内RFID已有的技术和市场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电子标签，就必须

瞄准整个RFID产业链，并制定具体的措施和策略。 

　　(1)加大研发力度，寻求技术突破。电子标签目前还存在较多缺陷，如由于天线具有方向

性使得单标签读出可靠性偏低容易产生漏读、射频识别信号容易受金属和水等导电物质影响

造成识别距离下降、RFID系统与频段接近的其它无线通信系统同时工作时可能产生电磁干扰

影响彼此的性能、大量RFID标签放置在一起时标签天线产生阵列效应可能表现出与单个标签

天线不同的特性等，都对电子标签的发展构成挑战。 

　　(2)尽快制定电子标签的相关标准。 

　　(3)找准应用的突破口，提升行业应用规模。由企业甚至停留在表层，业务流程简单，逻

辑单一，缺少后端系统的集成，未真正发挥出电子标签在供应链管理及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

作用。因此，如何整合RFID与企业现有的信息系统如ERP、SCM、MIS等，对业务流程进行

创新，充分发挥电子标签的优势，提升行业应用的规模，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是日前急需解

决的问题。 

　　(4)加强技术融合，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应用。随着RFID的发展不断拓展，近年来在世博

会门票管理、智能交通、物流、食品安全、商品防伪、电力等领域得到新的应用。中国RFID

产业已从政府需求转向市场需求。在RFID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RFID产业的发展潜力，又要

看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不断深化RFID的应用，以此推动围

内RFID产业的发展。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电子标签(RFID) 行业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

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电子标签(RFID) 相关概述、中国电子标签(RFID) 市场运行环境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子标签(RFID) 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电子标签(RFID) 重点区域

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电子标签(RFID)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电子标签(RFID) 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子标签(RFID)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电子标签(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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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电子标签（RFID）相关概述 

1.1　电子标签的概念及构成 

1.1.1　电子标签的定义 

1.1.2　RFID系统的构成 

1.1.3　电子标签的工作原理及频率 

1.2　电子标签的发展及优势 

1.2.1　电子标签的发展进程 

1.2.2　电子标签与传统条码对比的优势 

第二章　2011-2013年国际电子标签产业分析 

2.1　全球电子标签产业发展概况 

2.1.1　全球RFID产业的发展格局 

2.1.2　世界RFID产业的政策与应用概况 

2.1.3　全球RFID市场规模状况 

2.1.4　2012-2013年全球RFID产业发展动向 

2.2　欧洲 

2.2.1　欧盟积极推进RFID产业应用 

2.2.2　欧盟拟规范电子标签的应用 

2.2.3　欧洲各国RFID技术的研发动态 

2.2.4　德国RFID技术的应用发展状况 

2.2.5　法国助力RFID项目发展 

2.2.6　俄罗斯RFID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2.3　美国 

2.3.1　美国RFID市场现状简述 

2.3.2　美国推广RFID标签在动物识别系统的应用 

2.3.3　RFID技术成美国零售商防盗助手 



2.3.4　美国对RFID应用隐私权保护的政策争议 

2.3.5　美国制造商RFID使用量稳步增长 

2.3.6　2013年美国RFID可应用于血液供应链 

2.4　日本 

2.4.1　日本主要RFID厂商发展概况 

2.4.2　RFID技术在日本服务业的应用状况 

2.4.3　RFID在日本食品安全方面的应用概况 

2.5　其他国家及地区 

2.5.1　韩国RFID产业的发展计划 

2.5.2　印度积极推动RFID产业发展 

2.5.3　台湾RFID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2.5.4　台湾制定RFID等领域研发创新扶持政策 

2.5.5　马来西亚RFID行业应用动态 

第三章　2011-2013年中国电子标签产业分析 

3.1　中国电子标签产业链分析 

3.1.1　中国RFID产业链的构成情况 

3.1.2　中国电子标签产业链发展状况 

3.1.3　中国RFID产业链的发展特征 

3.2　中国电子标签产业发展概况 

3.2.1　中国RFID产业的发展阶段 

3.2.2　中国RFID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 

3.2.3　中国RFID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3.2.4　中国RFID企业分布现状分析 

3.2.5　中国RFID的应用领域概述 

3.2.6　我国RFID应用市场格局 

3.2.7　我国电子标签的应用成本分析 

3.3　2011-2013年中国电子标签产业的发展 

3.3.1　2011年我国RFID产业总体市场规模 

3.3.2　2011年我国RFID产业细分市场规模 

3.3.3　2012-2013年我国RFID市场规模状况 

3.3.4　2012-2013年中国RFID行业发展热点 



3.4　2011-2013年物联网助推中国RFID产业发展 

3.4.1　浅析物联网的内涵 

3.4.2　物联网可促进电子标签的发展 

3.4.3　中国物联网发展的基本特征 

3.4.4　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市场与区域结构 

3.4.5　2012年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4.6　2013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现状 

3.4.7　物联网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3.4.8　未来我国物联网市场发展预测 

3.5　2011-2013年中国RFID市场竞争形势分析 

3.5.1　整体市场竞争格局 

3.5.2　芯片市场竞争状况 

3.5.3　读写机具市场竞争状况 

3.5.4　中间件市场竞争状况 

3.5.5　系统集成商市场竞争状况 

3.5.6　行业低成本竞争分析 

3.6　中国电子标签行业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3.6.1　中国RFID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3.6.2　中国RFID发展存在的不足之处 

3.6.3　电子标签技术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3.6.4　我国RFID产业发展的战略分析 

3.6.5　电子标签市场的发展建议 

3.6.6　中国RFID产业软件产品化的发展策略 

第四章　2011-2013年主要地区电子标签的发展 

4.1　山东 

4.1.1　山东省RFID产业发展综况 

4.1.2　山东RFID技术应用与创新发展状况 

4.1.3　青岛科研机构发布RFID技术创新路线图 

4.1.4　山东省RFID产业的发展重点分析 

4.1.5　山东省RFID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4.2　上海 



4.2.1　上海RFID产业发展现状 

4.2.2　上海电子标签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4.2.3　上海在居民小区试用RFID电子门禁系统 

4.2.4　上海试水新闻出版领域RFID技术产业化 

4.2.5　电子标签助力上海广告牌监管 

4.2.6　上海图书馆对RFID的应用 

4.3　广东 

4.3.1　广东省RFID产业发展概况 

4.3.2　广东省积极推动RFID技术创新 

4.3.3　广东省RFID试点应用情况 

4.3.4　广东高速路新型电子标签上市 

4.3.5　深圳RFID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 

4.3.6　深圳市RFID产业两项联盟标准评审通过 

4.3.7　2013年深圳实施电子标签新标准 

4.4　其他地区 

4.4.1　福建省RFID产业发展概况 

4.4.2　武汉市RFID产业化技术条件优越 

4.4.3　苏州电子标签产业发展居江苏省前列 

第五章　2011-2013年电子标签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5.1　零售业 

5.1.1　RFID在零售业应用的必要性 

5.1.2　RFID技术在零售业中的应用普及 

5.1.3　零售业实施RFID的步骤及领域 

5.1.4　RFID在快速消费品供应链管理中的运用 

5.1.5　中国零售业RFID应用策略分析 

5.2　物流行业 

5.2.1　电子标签在现代物流中的主要应用方式 

5.2.2　RFID在物流业各环节中的应用 

5.2.3　RFID在物流仓储管理的应用 

5.2.4　RFID在集装箱运输中的作用及应用案例 

5.2.5　RFID在快件物流领域的应用研究 



5.2.6　政府发文推进RFID等现代物流技术应用 

5.2.7　RFID技术在物流业应用的挑战分析 

5.3　制造业 

5.3.1　RFID技术给制造业带来的实质利好 

5.3.2　RFID在制造业中的具体应用方案及策略 

5.3.3　RFID单品级标签应用于制造业的优势分析 

5.3.4　RFID技术在离散型制造业的应用透析 

5.3.5　RFID技术在中国制造业中应用前景光明 

5.4　食品安全 

5.4.1　RFID技术在国外食品安全控制中的应用 

5.4.2　中国食品安全领域运用RFID的意义及阻碍 

5.4.3　RFID在食品安全中应用的技术障碍及实现路径 

5.4.4　RFID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概况 

5.4.5　2012年食品安全领域RFID应用范畴扩大 

5.4.6　2013年RFID在食品安全领域应用进一步扩大 

5.5　医疗医药 

5.5.1　RFID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分析及案例 

5.5.2　基本药物招标实施硬性规定需贴上电子标签 

5.5.3　RFID技术在医疗数字化管理的应用分析 

5.5.4　RFID技术在医药行业应用的新形势分析 

5.5.5　RFID技术在药品供应链监管中应用潜力巨大 

5.5.6　未来RFID远程医疗监护系统将流行 

5.5.7　&ldquo;十二五&rdquo;智能医疗行业RFID应用大有可为 

5.5.8　未来医疗行业RFID产值预测 

5.6　交通运输 

5.6.1　交通部推动RFID技术应用加强信息化建设 

5.6.2　交通运输行业RFID技术应用的目标及任务 

5.6.3　关于RFID技术在铁路中应用的思考 

5.6.4　RFID技术在低碳交通领域的应用分析 

5.6.5　RFID技术在智能交通中的广泛应用模式分析 

5.6.6　RFID技术应用于城市车辆定位与导航系统性能优越 

5.7　防伪 



5.7.1　RFID技术防伪的优势 

5.7.2　RFID防伪技术流程分析 

5.7.3　国内外RFID技术在防伪应用方面取得的进展 

5.7.4　中国酒业RFID防伪市场悄然升温 

5.7.5　RFID技术在酒类防伪中的应用 

5.7.6　酒类产品RFID防伪技术设计 

5.7.7　RFID医药防伪的解决方案 

第六章　2011-2013年电子标签技术分析 

6.1　RFID技术发展分析 

6.1.1　RFID技术的发展历程 

6.1.2　国内外RFID技术开发现状 

6.1.3　RFID技术的典型应用领域 

6.1.4　RFID测试技术的全面解析 

6.2　中国RFID关键技术及优先应用领域 

6.2.1　RFID关键技术的研究 

6.2.2　RFID技术优先应用领域 

6.2.3　超高频RFID技术专利现状 

6.2.4　国内RFID核心技术掌控能力增强 

6.2.5　有源RFID技术迎来规模应用时代 

6.3　中国RFID标签专利分析 

6.3.1　专利是市场竞争要点 

6.3.2　专利数量 

6.3.3　专利类型分布 

6.3.4　专利技术领域 

6.3.5　创新机构分析 

6.3.6　防范专利风险的思考 

6.4　中国RFID技术发展战略 

6.4.1　RFID技术总体发展目标 

6.4.2　RFID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6.4.3　RFID技术发展途径和实施阶段分析 



第七章　2011-2013年电子标签标准法规制定情况 

7.1　国际RFID三大主流标准分析 

7.1.1　ISO制定的电子标签标准 

7.1.2　EPCglobal制定的电子标签标准 

7.1.3　UID制定的电子标签标准 

7.1.4　三大标准体系的比较分析 

7.2　2011-2013年中国电子标签标准制定状况 

7.2.1　中国电子标签标准制定工作现状 

7.2.2　中国企业在RFID标准研究方面的成就 

7.2.3　中国气瓶电子标签行业标准提上出台日程 

7.2.4　2013年电子标签国标颁布 

7.2.5　我国酒类RFID应用标准出台 

7.2.6　我国企业参与RFID标准制定的建议 

7.3　集装箱行业RFID标准制订综述 

7.3.1　集装箱RFID标准制定的进程及中方的参与情况 

7.3.2　集装箱RFID国际标准制定的成果 

7.3.3　我国主导集装箱RFID标签系统成国际标准 

7.3.4　集装箱RFID技术与标准研究方向 

7.4　相关标准法规介绍 

7.4.1　国家金卡工程RFID应用试点（暂行）办法 

7.4.2　800/900MHz频段射频识别（RFID）技术应用规定（试行） 

7.4.3　船舶标识电子标签管理办法 

第八章　2011-2013年主要企业应用电子标签的经典案例分析 

8.1　沃尔玛 

8.1.1　沃尔玛应用RFID技术的前提条件 

8.1.2　沃尔玛RFID技术应用策略解析 

8.1.3　沃尔玛将RFID标签应用于服装上 

8.1.4　沃尔玛利用RFID技术进行自助收银系统测试 

8.2　福特汽车 

8.2.1　福特成功将RFID技术运行于供应链管理 

8.2.2　福特汽车推出基于射频识别技术的防盗功能 



8.2.3　福特汽车利用射频识别技术识别钥匙 

8.3　其他企业应用RFID的案例 

8.3.1　麦德龙RFID系统应用情况 

8.3.2　圣塔菲眼镜店利用RFID系统防盗效果显著 

8.3.3　凯瑟罗斯电子标签的应用进程简述 

8.3.4　Vaillant Group对RFID技术的应用情况 

8.3.5　法国超市巨头引入RFID系统追踪货框 

第九章　2011-2013年电子标签行业重点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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