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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乐器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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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zhuanyongshebei/286698286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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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乐器的功能和概念在各种民族文化中，各个时期中都不相同，对乐器的界定，音乐界和
乐器学界也有不同看法。音乐界认为，用于音乐的发声器具才是乐器；乐器学界则通常将许
多非音乐领域中的发声器，如古代战争中的鸣金击鼓、宗教中的祈祷诵经、婚丧中的礼仪信
号、商贩招揽的信号器等，也视为乐器，甚至将一些生产劳动用具和日常生活器皿如弓、锯
、杵、缶、杯、碟、盅、碗等，在进行演奏时，都冠以乐字，称其为乐弓、乐锯、乐杯、乐
杵等。

       一、乐器的发展情况

乐器就整体而言是产生自巫术仪式，这一看法可以从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依然存在的风俗
和传统中看的很清楚。原始社会，一个古老部落的原始乐器常常只有几个音，甚至只有一个
音，而且材料原始简单。乐器可能产生自古代人类的两种基本需求，节奏和噪音。随后又出
现了一些不以乐音为目的，但却使人精神振奋的挥旋镖和螺号等。以后又出现了为演奏音乐
和追求愉悦为目的的“雌”、“雄”分类乐器。中国乐器的发展历史悠久，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和
汉族共同缔造了祖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玲琅满目，种类之
多，特色之浓为世上罕见。如彝族的不里拉，笛老挪，藏族的扎令等。据调查我国少数民族
使用和现尚保存的乐器就有四百数十种之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文化发展环境使民族乐器的改革工作规模空前，乐器生产业的主
要产品基本上是音乐界所涉及的乐器，即可以进行音乐艺术再创造的器具，乐器的生产不同
于一般工业产品的生产。它不仅要求产品有合理的精美外观造型，还必须有良好的声学品质
，其中包括音色、音乐和规定的音准高度。

因而在材质的选择上也非常的严格。到了60年代后，由于缺乏科学和客观的分析手段，
出现了停滞现象。

       二、现代乐器的发展情况

今天社会随着网络的发展，音乐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老百姓也可以在网上创作和展示自
己的作品，可以重复试听和下载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甚至有许多乐器演奏爱好者自创乐器
。例如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胡力海镇苏家村的农民杨振华，20多年来采用多种方案，做了无
数的实验，设计成功了板胡等7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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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的乐器工业技术进步成效显著，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乐器的声学品质不
断提高，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以金音乐器为例，其生产的萨克斯、低音萨克斯、长笛、单簧
管，双簧管、小号、圆号、上低音号、中音号、抱号、太阳号、吉它系列和提琴系列等西洋
乐器。基本涵盖了管弦类乐器的所有品种，年生产总量超过80万件，金音乐器在2004年隆
重推出了EVA系列的中高档产品。得到了许多演奏家与乐器爱好者的一致好评。部分制造工
艺已达到了国际知名品牌乐器标准和技术参数。2006年金音乐器又向国内外乐器市场推出
了“金音2000型”系列，金音公司在国内外市场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世
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和欧盟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已跻身于《全球乐器与
音响产品供应商225强》的第131位。金音乐器集团被评为2009-2010年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

       三、乐器行业的发展要充分依托行业协会

乐器行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乐器协会的作用，积极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促进乐器质量
的提升。积极办好展览，为乐器制造商和销售商搭建好贸易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加强行业交
流更好的促进乐器行业的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四、乐器检验机构的成立促进了产品质量的保证

近些年，由于乐器行业的飞速发展，部分乐器产品的质量下降明显，特别是许多不合格
的电子乐器充斥市场，既涉及使用者的安全，又涉及对青少年音乐素质的影响。经北京市技
术监督局批准，在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内筹建了《乐器检验室》，开展对乐器产品的
质量监督和检验工作。这一检验机构的建立对提高乐器产品的质量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希望这样的检验机构越来越多，能对整个乐器市场起到监控作用。

近些年，中国的乐器生产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已经
有了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是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还必须坚持改进加工方式、提高生产标准、
研发和推进新技术、加强质量监督等。使中国乐器成为国际名牌，从品种和质量上占据国际
市场。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艺术。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乐器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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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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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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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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相关概述
1.1 乐器的基本介绍
1.1.1 乐器的分类方法
1.1.2 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阶段分析
1.1.3 中国古代主要乐器群透析
1.2 西洋乐器的类型
1.2.1 弦乐器
1.2.2 木管乐器
1.2.3 铜管乐器
1.2.4 键盘乐器
1.2.5 打击乐器
1.3 民族乐器的类型
1.3.1 体鸣乐器
1.3.2 膜鸣乐器
1.3.3 气鸣乐器
1.3.4 弦鸣乐器

第二章 2014-2016年国际乐器行业分析
2.1 2014-2016年世界乐器市场概述
2.1.1 世界乐器市场贸易状况
2.1.2 世界乐器市场走势特点
2.1.3 欧洲的代表性乐器品种
2.1.4 非洲主要特色乐器种类
2.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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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日本乐器行业运行分析
2.2.2 日本乐器市场不景气
2.2.3 日本电吉他制造行业发展回顾
2.2.4 日本萨克斯制造行业运行概况
2.3 美国
2.3.1 美国乐器零售业发展回顾
2.3.2 美国乐器市场销售变化分析
2.3.3 美国乐器市场进口概况
2.3.4 美国校园乐器市场分析
2.4 其他区域市场
2.4.1 加拿大乐器行业综述
2.4.2 韩国主要乐器种类简介
2.4.3 菲律宾竹制乐器深受市场欢迎

第三章 2014-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分析
3.1 中国乐器行业发展概况
3.1.1 行业运行总况
3.1.2 行业发展成就
3.1.3 行业运行特征
3.2 2014-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3.2.1 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经济运行状况
3.2.2 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经济运行状况
3.2.3 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经济运行状况
3.3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分析
3.3.1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总量分析
3.3.2 2014-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情况分析
3.3.3 2014-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情况分析
3.4 2014-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区域分析
3.4.1 广东省乐器行业发展概述
3.4.2 辽宁省营口市乐器行业发展分析
3.4.3 河南省郑州市乐器行业运行概况
3.4.4 天津静海县乐器行业发展迅猛
3.4.5 江苏泰兴溪桥镇乐器行业稳步发展
3.4.6 山东昌乐鄌郚镇乐器行业发展措施
3.5 2014-2016年中国乐器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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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中国乐器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5.2 中国乐器行业秩序亟需政府规范
3.5.3 中国乐器行业发展面临挑战
3.5.4 中国自主品牌乐器企业面临的问题
3.6 中国乐器行业发展措施建议
3.6.1 中国乐器行业发展措施
3.6.2 扩大乐器内需的重点是增加音乐人口
3.6.3 乐器企业应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第四章 中国乐器制造业财务状况分析
4.1 中国乐器制造业经济规模
4.1.1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销售规模
4.1.2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利润规模
4.1.3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资产规模
4.2 中国乐器制造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4.2.1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亏损面
4.2.2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销售毛利率
4.2.3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4.2.4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销售利润率
4.3 中国乐器制造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4.3.1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4.3.2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4.3.3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总资产周转率
4.4 中国乐器制造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4.4.1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资产负债率
4.4.2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
4.5 中国乐器制造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4.5.1 乐器制造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4.5.2 影响乐器制造业财务状况的经济因素分析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市场分析
5.1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市场概述
5.1.1 我国乐器市场运行特点
5.1.2 我国乐器市场居民拥有量下降
5.1.3 高价洋乐器渐渐失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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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市场消费分析
5.2.1 乐器消费者的两种类型及其比较
5.2.2 乐器市场消费主体呈现多元化
5.2.3 京剧走进校园增强乐器市场的消费需求
5.2.4 从文化的层面解析中国乐器市场消费取向
5.3 2014-2016年乐器市场网络营销分析
5.3.1 网络营销及其渠道的优势
5.3.2 乐器市场网络营销的背景
5.3.3 乐器企业网络销售方式
5.3.4 乐器行业网络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 2014-2016年钢琴市场发展状况
6.1 钢琴基本介绍
6.1.1 钢琴的材料及主要结构
6.1.2 钢琴市场体系解析
6.1.3 钢琴的品牌分类
6.2 中国钢琴行业发展局势
6.2.1 我国钢琴行业发展概述
6.2.2 日本钢琴商加紧布局在华市场
6.2.3 中国数码钢琴功能及特点分析
6.3 2014-2016年中国钢琴行业发展分析
6.3.1 2016年中国钢琴行业生产状况
6.3.2 2016年中国钢琴行业运行分析
6.3.3 2016年中国钢琴市场运行分析
6.4 2014-2016年钢琴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6.4.1 2014-2016年中国钢琴进出口总量分析
6.4.2 2014-2016年主要省市钢琴进出口情况分析
6.4.3 2014-2016年主要贸易国钢琴进出口情况分析
6.5 2014-2016年中国钢琴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6.5.1 深圳乐器市场名琴受青睐
6.5.2 太原钢琴市场回暖态势明显
6.5.3 浙江洛舍钢琴行业发展概况
6.6 2014-2016年日本二手钢琴在中国市场分析
6.6.1 日本二手钢琴业发展状况
6.6.2 日本二手钢琴在中国市场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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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日本二手钢琴给国内钢琴市场造成困扰
6.7 中国钢琴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措施建议
6.7.1 中国钢琴市场存在质量监管问题
6.7.2 中国中小型琴行尚存发展瓶颈
6.7.3 中国钢琴行业应着重拓展内销
6.7.4 中国钢琴市场的规范措施建议

第七章 2014-2016年提琴行业发展分析
7.1 提琴基本介绍
7.1.1 小提琴
7.1.2 中提琴
7.1.3 大提琴
7.1.4 低音提琴
7.2 2014-2016年中国提琴行业发展分析
7.2.1 中国提琴行业发展概况
7.2.2 中国提琴市场主要企业生产及出口状况
7.2.3 中国提琴市场概述
7.2.4 国内中提琴的行业标准剖析
7.2.5 中国提琴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7.3 2014-2016年中国提琴行业区域分析
7.3.1 广东省提琴行业发展概况
7.3.2 北京平谷提琴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7.3.3 江苏溪桥提琴业成产业集群样板
7.4 中国提琴产业发展新思路
7.4.1 精工
7.4.2 绿色
7.4.3 缓行

第八章 2014-2016年吉他及西洋管乐器行业分析
8.1 吉他基本介绍
8.1.1 工作原理
8.1.2 类型
8.1.3 吉他流行的原因
8.2 2014-2016年中国吉他行业发展状况
8.2.1 中国吉他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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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中国吉他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8.2.3 吉他市场主要企业生产及出口状况
8.2.4 中国吉他行业产业升级之路分析
8.3 2014-2016年西洋管乐器行业运行分析
8.3.1 西管简介
8.3.2 中国西洋管乐行业发展特点
8.3.3 中国西洋管乐器行业运行状况
8.3.4 中国西洋管乐器行业发展现状
8.3.5 中国西管乐器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九章 2014-2016年民族乐器及电声乐器发展分析
9.1 2014-2016年中国民族乐器行业发展分析
9.1.1 中国民族乐器的产生
9.1.2 中国民族乐器行业发展回顾
9.1.3 中国民族乐器工业发展状况
9.1.4 民族乐器市场主要企业生产状况
9.1.5 中国民族乐器改革浅析
9.2 2014-2016年中国民族乐器区域市场分析
9.2.1 蒙古族马头琴的起源和改革
9.2.2 宁夏回族传统乐器出现传承危机
9.2.3 新疆民族乐器种类丰富
9.2.4 云南民族乐器分析
9.3 2014-2016年电声乐器发展分析
9.3.1 电声乐器基本介绍
9.3.2 中国电声乐器行业发展分析
9.3.3 山东昌乐鄌郚成中国最大电声乐器产业基地
9.4 2014-2016年电子乐器运行状况
9.4.1 电子乐器简介
9.4.2 中国电子乐器市场运行概述
9.4.3 电子乐器市场发展变化分析
9.4.4 电子乐器未来发展趋势

第十章乐器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10.1 日本雅马哈集团
（1）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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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2 日本河合乐器制作所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3 德国施坦威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5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6 宁波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7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8 其他企业
10.8.1 河北金音乐器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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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泰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10.8.3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乐器行业投资分析及未来发展预测
11.1 乐器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11.1.1 乐器行业发展三大利好因素
11.1.2 未来乐器投资潜力市场分析
11.1.3 乐器租赁市场投资前景好
11.1.4 民族乐器市场需求逐年升温
11.1.5 乐器市场古筝需求面广
11.2 乐器行业未来发展前景
11.2.1 中国乐器消费将转向中高档市场
11.2.2 国内西管乐器未来发展展望
11.3 2017-2022年中国乐器制造业预测分析
11.3.1 2017-2022年中国乐器制造业收入预测
11.3.2 2017-2022年中国乐器制造业利润预测
11.3.3 2017-2022年中国乐器制造业产值预测
附录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国家、行业标准目录》乐器部分
图表目录
图表 美国乐器零售市场情况
图表 第二批国家标准制订计划项目（乐器标准）
图表 第二批行业标准修订计划（七项乐器标准）
图表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分析
图表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分析
图表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贸易现状分析
图表 2014-2016年中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贸易顺逆差分析
图表 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量及进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量及进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量及进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量及出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量及出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贸易国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量及出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量及进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量及进口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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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量及进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量及出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量及出口额情况
图表 2016年主要省市乐器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量及出口额情况
图表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销售收入
图表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6年乐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GYZJY）
图表详见正文
特别说明：中国报告网所发行报告书中的信息和数据部分会随时间变化补充更新，报告发行
年份对报告质量不会有任何影响，请放心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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