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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研究》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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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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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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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我国电工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摆脱了进口垄断，实现了国产化，为国
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国内电工钢产业出现了低端产品结构性过剩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到2015年我国电工钢生产企业已达30余家，产能猛增到约1229万吨，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
和结构性过剩的现状，特别是中低牌号无取向和一般取向电工钢过剩矛盾较为突出。当前，
国内电工钢产业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优化品种结构。在国家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的指导下，实现供给基本平衡，通过法规政策、监管、创新、重组、退出机制等形式，淘汰
落后产能，巩固和发展高端产品。

近十多年来，我国电工钢产业受需求和利益的影响出现了惊人的发展，我们需客观地
看待电工钢产业，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从好的一面看，科技进步是首要的，
国产电工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摆脱了进口垄断，实现了国产化，为国家建设
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不足的一面看，电工钢产业出现了低端产品结构性过剩等急需解决的问
题。1978年我国电工钢生产企业只有1家，设计产能不足7万吨，市场一直处在供不应求和
依赖进口的局面。到2015年我国电工钢生产企业已达30余家，产能猛增到约1229万吨，市
场出现了供大于求和结构性过剩的现状，特别是中低牌号无取向和一般取向电工钢过剩矛盾
较为突出。

当前，我国电工钢产业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优化品种结构。在国家提出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政策的指导下，实现供需基本平侧，通过法规政策、监管、创新、重组、退出机制
等形式，淘汰落后产能，巩固和发展高端产品或需求。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电工钢产能状况、
冷轧电工钢发展过程、表观消费量及供给分析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去产能或减产是
解决产能结构性过剩的首要任务，创新电工钢生产技术是引领中国走向电工钢强国的唯一出
路。

         一、我国冷轧电工钢发展过程

要了解冷轧电工钢的发展过程以及电工钢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有必要正确
分析产能与需求问题。

         1、研究试制开发期

1957年，钢铁研究总院科研人员着手研究和试制含硅3%的冷轧电工钢，摸索了一般
取向电工钢生产工艺路线，并制成了具有(110)[001]高斯织构的取向电工钢；1959年，太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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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分别通过小生产试生产取向电工钢。但这两家公司当时由于对前工序及脱碳退火等工
艺技术掌握不足而暂停研究或生产；1964年，钢铁研究总院以何忠治为代表的一批研究人
员，着手研究以MnS作为抑制剂的一般取向电工钢，并对连续退火、MgO隔离剂、罩式高
温退火、绝缘涂层配方等工艺开展深入研究，试制出的电工钢磁性有了一些突破；1973年
，钢铁研究总院开始对钢中Mn、S、C合适含量和残余Al量的有利作用，特别是对板坯加热
温度和热轧工艺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1973-1975年，太钢利用钢铁研究总院成果在50吨氧
气转炉上尝试了冶炼取向电工钢原料；在我国引进新日铁冷轧电工钢生产技术时，原武钢钢
铁研究所与钢铁研究总院等针对矿石含Cu的特点，开展了Cu对冷轧电工钢磁性的研究。

         2、消化引进，进入大生产期

197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武钢第一次引进了日本硅钢专利生产技术及工艺设备，
该项目年设计生产能力7万吨，其中无取向硅钢42万吨，取向硅钢(含HiB)2.8万吨。从1974
年9月5日开始建设，1978年下半年正式投产；1996年武钢第二次引进技术及扩大产能，在
消化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为满足国家对高磁感取向电工钢的需要，从日本第二次引进了技术
，其主要引进了以Z8为代表的一般取向电工钢、Z6H为代表的HiB钢。多年来，通过不断的
管理创新和质量持续改进攻关，使电工钢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产品实物质量全面达到新日铁
同期水平。完成取向电工钢全面高磁感低铁损产品化技术改造，低温高磁感取向电工钢、H
GO钢、CSP工艺高磁感取向电工钢实现大规模化稳定生产，努力实现电工钢产能总量达到
200万吨/年。

         3、21世纪快速发展期

九十年代末以来，国内以太钢、宝钢、鞍钢、马钢等企业的电工钢项目相继投产，加
快了我国电工钢生产技术的发展，我国前期主要以生产一般取向电工钢，高磁感取向电工钢
(HiB)主要依靠进口。经过自主创新，武钢、宝钢、首钢在生产工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特
别是在高温和低温HiB工艺技术方面，2005年开始三家钢铁企业分别批量生产高磁感取向电
工钢(HiB)(表1)。

图表：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HiB钢顶级牌号对比 
图表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太钢、宝钢、武钢等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高效电工钢的生产技术也取得了巨
大的成果。目前，国外能够生产的厚度规格在国内均能生产，且高端取向和无取向电工钢产
品牌号已与世界一流水平看齐，部分顶级牌号也具备试生产能力。如宝钢的1550酸轧机组
，2000年5月开始生产，共引进6个炼钢成分和14个品种，产品厚度为0.35mm、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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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mm，宽度为800-1300mm，具体牌号为50W470、50W540-50W600、50W800-50W1
300，其工艺技术与工艺设备特点:在炼钢系统采用铁水脱S，炼钢顶底复合吹炼、合金微调
以及真空精炼等，使钢质纯净的高品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实现了热
送、热装和直接轧制连续过程并采用板坯大侧压技术和P/C轧制技术及带坯边部感应加热技
术，对改善带材轧制精度、控制良好板形、防止或减少边裂等缺陷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国
内主流企业在低温板坯加热生产高磁感取向电工钢方面开发出一系列自主创新技术。另外，
太钢从德国引进的氧气顶吹转炉、连铸机、20辊冷轧机，与当时国产热连轧机(后经改造)为
冷轧电工钢生产创造了条件，新建了一条国产化的推拉式酸洗机组和引进一台ZR22852轧机
，作为电工钢的成品退火涂层、中间退火，以及采用奥地利生产的涂料和自主开发的环保涂
料，绝缘性、冲片性、耐热性良好。

         三、冷轧电工钢生产能力及进口量

         1、生产能力

截至2015年，我国电工钢产能已达约1230万吨，与2014年相比增长0.65%，产能利用
率约68.00%，其中取向电工钢产能128万吨，产能利用率约95.38%；无取向电工钢产能110
2万吨，产能利用率约64.83%(表3)。全国电工钢生产企业约34家，其中无取向电工钢企业2
5家(含双功能5家)、取向电工钢企业14家(国企4家、民企10家)，从2016年上半年产量看，2
8家电工钢生产企业中，有9家国企产量约363.4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83.74%；有约19家民
企(含合资、混合、集体制各1家)产量约70.5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16.26%，其中取向电工钢
产量11.98万吨，占全国取向电工钢总产量20.05%，无取向电工钢58.57万吨，占全国无取
向电工钢总产量15.65%。未来无取向电工钢没有新增产能，2016年有两家取向电工钢企业
投产，另外，浙江、江苏、重庆等地有新建取向电工钢生产线，预计将新增取向电工钢产能
10余万吨。
图表：2015年我国取向电工钢生产能力及产量地区分布 
图表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进口电工钢数量

10年间我国冷轧电工钢进口情况统计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冷轧电工钢进口呈
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5年，我国冷轧电工钢进口量从2006年的9515万吨下降到49.33
万吨。其中，取向电工钢的进口量从2006年的25.37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12.15万吨；无取
向电工钢的进口量从2006年的69.79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37.19万吨。

图表：2006-2015年我国冷轧电工钢进口情况统计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图表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四、电工钢需求及供给分析

         1、表观消费量与实际消耗量对比

2015年我国电工钢表观消费量按照国内产量加进口量减出口和库存量统计测算，2015
年我国电工钢表观消费量为844.90万吨，其中无取向电工钢为724.26万吨，取向电工钢为1
20.65万吨，但按下游行业统计的实际消耗量统计，2015年我国电工钢实际消耗量约709.18
万吨(不完全)，其中取向电工钢约115.78万吨(不含二次油片)、无取向电工钢约593.9万吨，
与电工钢表观消费量相比多出135.72万吨，其中取向电工钢多出约4.87万吨(不含二次油片)
、无取向电工钢多出约130.36万吨。

图表：2011-2015年我国电工钢实际产量变化（万吨） 
图表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这些数据可以表明我国电工钢产能过剩，特别是无取向电工钢产能过剩，也就是结构
性过剩；2015年我国变压器产量16.54亿kVA，按照变压器行业1kVA的平均用取向电工钢测
算，取向电工钢实际消耗了约115.78万吨(不含二次油片)，可以判定我国取向电工钢供给暂
时基本平衡，但一般取向电工钢(CGO)已出现过剩。

图表：历年来我国高牌号（高效）无取向电工钢生产及表观消费量（万吨） 
图表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具体下游行业需求及供给分析

         1）我国大电机等行业对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的需求

2010-2015年间我国大电机对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需求量统计见下图。从下图可以看
出，近两年我国大电机行业对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的需求量增长较多。

图表：2010-2015年我国大电机对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需求量统计 
图表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中小电机、家用电器行业对无取向电工钢的需求及供给

中小电机、家用电器行业是我国无取向电工钢用量最大的行业，如中小电机行业每年
大约需要电工钢350-400万吨，又如家用电器行业每年大约需要电工钢220-250万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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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用量占全国总用量75%-80%，也是电工钢产业满足供给的重要行业，特别是高效电
工钢、中低牌号无取向电工钢用量最多。2016年下半年中小电机、家电等行业将继续推广
应用高效或变频电机(压缩机)技术，同时，去产能、整合或重组以及出口贸易的回升，对电
工钢需求会有所变化，同时也将明显改善电工钢行业的低产能利用率现状。

         3）电工钢产业供给总体分析

从电工钢产业实际产量分析看，一是中低牌号无取向电工钢产量过大，已出现供大于
求，过剩约100-135万吨；二是取向电工钢虽然供给基本平衡，但一般取向电工钢受下游行
业能效升级和非晶合金带材的影响，已出现过剩或将被淘汰；三是高端产品数量不足，急需
加快攻关及增量步伐。当前，我国电工钢产业的突出矛盾，依然是结构性过剩，应通过国家
政策和市场扛杆，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加以抑制及市场淘汰机制来解决，2016年7月23
日，商务部发布最终裁定，决定自即日起，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进口取向电工钢产
品征税，税率为37.3%-46.3%，实施期限为5年。这是强国的体现，也表明国产化目标实现
和中国国力在增强，国产电工钢正在加快摆脱或降低对国外电工钢的依赖度，未来五年有利
于我国取向电工钢生产及技术向强国进军。

         五、去产能应对及思考

         1、产能结构性过剩，去产能或减产是首要任务

一是认真贯彻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企业应研究国内外重点发展地区
和发展中国家对电工钢的需求及投资建设环境，把“走出去”作为抑制产能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避免风险的前提下，把过剩的电工钢产能或闲置生产线移置到国外，走出一条新路；二是
企业应从国家钢铁工业发展和下游需求出发，提高责任感和认识高度，企业从自身做起，带
头减产或以销定产；三是不分国企、民企，应充分考虑市场供求现状及压力，转变以产定销
或盲目排产的做法，减少资金占用和产品库存积压；四是企业应转变投资理念，上新项目时
应思考产业群、产业链，避免新的过剩，特别要对企业新的投资和内部技改引起注意；五是
政府监管、宏观控制十分重要，对地方新项目，特别是高端产品或鼓励的项目要有准人机制
，知识产权和技术应作为重要条件，严格审批或备案并建立审批和监管长效机制；六是运用
产品标准提高准入门槛，淘汰低端或落后产品标准及非标产品，通过市场需求杠杆和下游行
业产品能效升级及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去产能；七是加快企业重组或兼并，实行强强联合、混
合联合、产业链延伸联合等也是去产能的重要手段，也是做强做精的举措。

         2、产品质量依然是产业“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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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开局之年，我们确定为中国电工钢质量年。拟建议组织2016年用户满意度调
查活动，即请每家电工钢生产企业提供取向、无取向各15家用户名单，通过学会平台分发到
用户，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其内容包括:

         1)产品质量:内在性能、表面质量、板形质量。

2)服务质量:合同综合执行率、交货期、服务态度、结算速度、办事效率等方面的意见
或建议，客观评价企业在用户心中的产品质量，并按照优、良好、一般、差四个级别排序，
将结果反馈给企业；通过对标，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加强企业之间开展对标工作，通
过产品质量、装备水平、生产指标等方面的对标，找出差距，进行改进和提高；加快技术改
造及工艺技术创新。调整产品结构、稳糙工序、稳定质量，更好地满足下游行业的需要。

         3、创新电工钢生产技术，走强国之路

“十三五”期间，我国取向电工钢将全面实现高磁感取向电工钢(HiB)化，0.18mm和0.20
mm厚度规格的高磁感取向电工钢也将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具有生产薄规格顶级取向电工钢
、更高级别的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高效节能电机用钢及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用钢的能力；稳
定薄规格产品质量，批量生产特殊用途的电工钢板，如0.1mm厚度规格的取向电工钢，0.2
mm厚度薄规格或高强度无取向电工钢，高频下具有低损耗和高强度，满足高速马达的高效
化和小型化电机的发展趋势；降低生产成本，有效利用资源，以生产高品质节能型冷轧电工
钢为目标，推进电工钢低成本制造技术，发展电工钢CSP生产技术和加快对薄带连铸技术的
研究，早日实现大生产即商业化；全面采用无公害绝缘涂层，好水溶性高阻抗的绝缘涂层、
自粘结涂层、高张力环保型绝缘涂层将满足电工钢产品的特殊用途。

观研天下发布的《2018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研究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
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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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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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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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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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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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
析法、SWOT分析法、三角警示牌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
资深分析师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
来的发展方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报告大纲

第一章 国际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 亚洲冷轧电工钢市场总体情况分析
一、亚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二、亚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三、亚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二节 美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一、美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二、美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三、美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欧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一、欧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二、欧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三、欧洲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二章 2015-2017年中国冷轧电工钢市场规模及需求
第一节 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阶段
二、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三、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现状
一、2015-2017年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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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2017年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5-2017年中国冷轧电工钢企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 区域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
1.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3.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4.2018-2024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二、华北地区
1.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3.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4.2018-2024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华北地区
1.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3.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4.2018-2024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四、华北地区
1.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3.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4.2018-2024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五、华北地区
1.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3.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4.2018-2024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六、华北地区
1.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3.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4.2018-2024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章 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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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内市场需求分析
一、需求规模
二、需求结构
三、区域市场
第二节 国内市场供给分析
一、供给规模
二、供给结构
三、区域分布
 
第四章 冷轧电工钢行业产业结构分析
第一节 冷轧电工钢产业结构分析
一、市场细分充分程度分析
二、各细分市场领先企业排名
三、各细分市场占总市场的结构比例
四、领先企业的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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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业价值链条的构成
二、产业链条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分析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发展预测
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分析
二、产业结构调整中消费者需求的引导因素
三、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市场定位
四、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分析
 
第五章 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冷轧电工钢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第二节 冷轧电工钢上游行业分析
一、冷轧电工钢成本构成
二、2015-2017年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三、2018-2024年上游行业发展趋势
四、上游行业对冷轧电工钢行业的影响
第三节 冷轧电工钢下游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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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轧电工钢下游行业分布
二、2015-2017年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三、2018-2024年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四、下游需求对冷轧电工钢行业的影响

第六章 2015-2017年中国冷轧电工钢总体效益状况
第一节 总体效益运行状况
一、总体销售效益
二、2015-2017年冷轧电工钢行业总体盈利能力
三、2015-2017年冷轧电工钢行业总体税收能力
四、2015-2017年冷轧电工钢行业市场总体产值能力
第二节 不同地区行业效益状况对比
一、不同地区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地区行业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地区行业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地区行业产值状况对比
第三节 类型运行效益对比
一、行业不同类型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类型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类型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类型产值状况对比
第四节 规模运行效益对比
一、行业不同规模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规模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规模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规模产值状况对比
第五节 2015-2017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总体运行情况
一、2015-2017年中国冷轧电工钢企业数量及分布
二、2015-2017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从业人员统计

第七章 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第一节 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冷轧电工钢行业竞争概况
1、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竞争格局
2、冷轧电工钢行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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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冷轧电工钢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二、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冷轧电工钢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冷轧电工钢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冷轧电工钢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三、冷轧电工钢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冷轧电工钢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东莞市凯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发展规划
第二节 上海钒琛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发展规划
第三节 东莞市凯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发展规划
第四节 上海霍宝工贸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发展规划
第五节 广东顺德楚丰商贸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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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发展规划

第九章 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方向
第四节 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收益预测
一、预测理论依据
二、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总产值预测
三、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四、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利润总额预测
五、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十章 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前景与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行业SWOT模型分析
一、优势分析
二、劣势分析
三、机会分析
四、风险分析
第二节 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的PEST分析
一、政治和法律环境分析
二、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三、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分析
四、技术发展环境分析
第三节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一、冷轧电工钢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二、冷轧电工钢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三、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竞争风险
三、经营风险
四、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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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冷轧电工钢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重点投资品种分析
二、重点投资地区分析

第十一章 冷轧电工钢产业风险投资状况及风险投资发展模式
第一节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产业风险投资发展状况分析
一、冷轧电工钢领域风险投资状况分析
二、冷轧电工钢产业化中风险投资制度的思路
第二节2018-2024年中国冷轧电工钢产业投资对策分析
一、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民营资本和外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
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风险投资和自主创新机制
三、创新产学研结合机制,促进科技链向产业链转换
四、完善企业融资渠道，建立冷轧电工钢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GYZQJP）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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