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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钣金模具是加工钣金时用于冲孔，折弯，成型等属于冷压模具。冲孔是在钢板上不用钻头

加工，而是用冲床加模具来完成。折弯是用折弯机加上下模具来把钢板弯成设计好的形状。

成型属于冷压模具中的拉伸模具，有部分属于热压模具。钣金模具造型要求在模具设计过程

中，钣金零件的形状是模具设计的主要依据，它决定了模具的总体结构和形状。而钣金零件

的尺寸公差则影响着模具工作部分（如凸凹模等）形状的尺寸及公差。另外，钣金零件的材

料、形位公差及技术要求等对模具的工作部件有较大的影响。

      模具是工业生产的基础工艺装备，被称为工业之母。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模具涉及

机械、汽车、轻工、电子、化工、冶金、建材等各个行业，应用范围十分广泛。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的概念开始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智能

模具为代表产品之一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及助力模具企业生产的企业，将有力支撑中国高端装

备零件制造等领域快速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的实施、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政策、区域发

展规划以及振兴装备制造业政策的推出，都将为模具产业提供新的增长点。

      钣金有时也作扳金，钣金是针对金属薄板（通常在6mm以下）一种综合冷加工工艺，包括

剪、冲/切/复合、折、铆接、拼接、成型（如汽车车身）等。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同一零件厚

度一致。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经过多年发展，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对汽车、家电

等行业的服务能力大大提升，行业中已形成一定数量和实力的骨干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国外企业也纷纷进入中国采购。中国钣金模具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钣金模具行业产业链示意图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市场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

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

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中企顾问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业分析报告

，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咨询报告,投

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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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99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

为54.3%，较2016年底提升1.1个百分点。2016年6月-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统

计     年份   网民数（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       2012年6月   53760   39.9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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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增长趋于稳定，互联网行业持续稳健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

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

，在线政务、共享出行、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成为改善民生、增进社会福祉的强力

助推器。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相关行业监管体系也逐步完善。2017年上半年，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对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即

时通信工具、微博、直播等服务提出规范化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服务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促进互联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较2016年底增加2830万人。网民使用手机上

网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6.3%。2012-2017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及其占网民比例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进入稳健发展期，行业整体向内容品质化、平台一体化和模式创新化

方向发展。首先，各移动应用平台进一步深化内容品质提升，专注细分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

；其次，各类综合应用不断融合社交、信息服务、交通出行及民生服务等功能，打造一体化

服务平台，扩大服务范围和影响力；最后，移动互联网行业从业务改造转向模式创新，引领

智能社会发展，从智能制造到共享经济，移动互联网的海量数据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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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式二的收入来源分析

（5）模式二的关键资源能力分析

（6）模式二的经营风险分析

（7）模式二的优秀案例分析

4.4 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移动电商切入路径及典型产品

4.4.1 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移动电商的商业价值分析

（1）移动电商的商业价值分析

（2）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

（3）中国移动互联网前景预测

4.4.2 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移动电商市场发展现状



4.4.3 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移动电商市场切入路径

4.4.4 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移动电商典型产品形式

4.4.5 中国钣金模具行业移动电商发展趋势及前景

 第五章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商业模式创新优秀案例剖析

5.1 案例一

5.1.1 案例一基本信息分析

5.1.2 案例一经营情况分析

5.1.3 案例一产品/服务分析

5.1.4 案例一盈利模式分析

5.1.5 案例一渠道通路分析

5.1.6 案例一合作伙伴分析

5.1.7 案例一融资情况分析

5.1.8 案例一商业模式评价

5.2 案例二

5.2.1 案例二基本信息分析

5.2.2 案例二经营情况分析

5.2.3 案例二产品/服务分析

5.2.4 案例二盈利模式分析

5.2.5 案例二渠道通路分析

5.2.6 案例二合作伙伴分析

5.2.7 案例二融资情况分析

5.2.8 案例二商业模式评价

 第六章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市场投资机会及建议

6.1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特性及风险

6.1.1 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技术壁垒

（3）市场壁垒

6.1.2 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6.1.3 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6.2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融资现状及趋势

6.2.1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现状及趋势



（1）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主体结构

（2）各投资主体核心资源分析

（3）各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分析

（4）各投资主体投资规模分析

（5）主要投资事件分析

（6）各投资主体投资趋势分析

6.2.2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融资现状及趋势

（1）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融资主体构成

（2）各融资主体核心资源分析

（3）各融资主体融资方式分析

（4）各融资主体融资规模分析

（5）主要融资事件及用途

（6）各融资主体融资趋势分析

6.3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6.3.1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6.3.2 中国互联网+钣金模具行业投资建议分析

 第七章 中国大型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分析

7.1 相关公司&ldquo;互联网+钣金模具&rdquo;投资布局

7.1.1 企业一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2 企业二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3 企业三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 大型互联网企业&ldquo;互联网+钣金模具&rdquo;投资布局

7.2.1 阿里巴巴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 百度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3 腾讯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钣金模具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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