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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手机配件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首先

介绍了手机配件相关概述、中国手机配件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手机配件市场发

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手机配件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手机配件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手机配件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手机配

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手机配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目前市面上称得上品牌的手机配件厂家并不多，除了手机厂家原装之外，主要有摩米士、

飞毛腿、 羽博、品胜等，目前国内的手机配件市场上，除了传统意义的手机电池、耳机之外

，更多的如手机保护套、手机屏幕保护贴也开始大行其道，甚至有不少厂家为广受 追捧的明

星终端（如iPhone系列）量身定做一系列的配件，这使得整个产业更加立体化。 

    随着iPhone、Android等触屏式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各类保护膜、移动电源、保护外壳

层出不穷。在这个新兴领域中，中国厂商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觑，不仅已走出仿照原厂配件的

模式，还形成规模化布局。 

      市场的逐渐成熟对于手机配件厂商而言，固然是一大利好，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这样

一个尚未完全规范化运作的新兴市场中，假冒、劣质的配件产品正日渐泛 滥，在影响市场正

常运行的同时，更为安全消费埋下隐患。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不对市场善加引导，数年前

国产手机山寨化的情况很有可能重现配件市场。 

    我国手机配件行业技术特点目前主要是代工厂模式在运作，目前全球成千上万的各种手机

配件，95%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其中80%是在广东。相当多的美国、韩国、日本品牌都会自

己设计，然后由大陆来完成制造。 

    受益于我国手机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手机配件市场发展 前景也被业内人士看好，手

机配件市场在未来五年内仍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的手机用户数已突破

了10亿，庞大的市场需求衍生出了丰富多彩 的手机周边产品。一些消费者不惜花重金为手机

进行&ldquo;美容&rdquo;，手机膜、手机外壳、手机挂件、手机贴钻等配件产品充斥市场，因

为一张一二元成本的手机膜可以卖 到二三十元，因此手机配件业异常红火。 

    中国是手机的消费大国，手机电池的消费量也逐年上升。而由于手机功能的强大，对手机

电池的质量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超容量，待机时间长的电池，成为未来手机电池产品的新宠

。 

      手机充电器、内存卡、蓝牙耳机等其他手机配件行业也将随我国手机行业的快速发展而发

展，除与手机一起销售的配件外，零售以及维修所售出的手机配件也占据重 要比例，因此各



地生产商出货量将高于手机总出货量。预计到2016年中国手机配件行业规模将达到2600亿元

。 

     2013年末固定电话用户26699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11696万户，年末达到122911万户，其

中3G移动电话用户40161万户。电话普及率 达到110.5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6.18亿人，其

中手机上网人数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4-2013年中国手机产量统计：万部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第一章　手机配件相关概述 

1.1　手机配件介绍 

1.1.1　手机配件的概念 

1.1.2　手机配件的种类 

1.1.3　手机配件的功能 

1.2　手机配件认证 

1.2.1　中国3C认证 

1.2.2　CE认证 

1.2.3　UL认证 

1.2.4　FCC认证 

1.2.5　GS认证 

1.2.6　RoHs认证 

第二章　2011-2013年中国手机配件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1　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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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2.1.3　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2.2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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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我国手机电池标准实施概况 

2.2.3　我国手机充电器标准实施概况 

2.2.4　我国手机配件出口贸易相关规定 



2.3　社会环境 

2.3.1　中国人口规模现状 

2.3.2　中国手机普及现状 

2.3.3　中国手机更新换代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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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中国手机配件行业标准难统一 

3.2　2011-2013年中国手机配件市场销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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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手机配件销售火爆得益于手机市场景气 

3.2.3　手机商以配件产品维持高毛利率 

3.2.4　国内手机零售渠道拓展终端配件市场 

3.3　2011-2013年中国手机配件行业盈利现状 

3.3.1　手机配件市场盈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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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手机配件价格偏高 

3.4.3　背后隐藏庞大利益链条 

3.4.4　定价应当更加透明化 

第四章　2011-2013年中国手机配件行业出口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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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1-2013年手机配件行业出口地及出口对象 

4.2.1　手机配件行业主要出口地 

4.2.2　手机配件行业主要出口对象 

4.3　2011-2013年手机配件行业海外市场概述 

4.3.1　美国 

4.3.2　香港 

4.3.3　德国 

第五章　2011-2013年中国手机配件需求市场分析 

5.1　手机配件市场开拓的优势 

5.1.1　稳定潜大的国外市场需求 

5.1.2　不涉及仿牌 

5.1.3　货源充足（集中在华强北、广州等） 

5.1.4　利润率稳定可观 

5.2　2011-2013年国外市场对手机配件的需求 

5.2.1　国外对手机配件关注度较平稳 

5.2.2　区域关注度 

5.2.3　手机配件在国外市场需求庞大 

5.3　热销品牌、产品及销售方式概述 

5.3.1　热销品牌 

5.3.2　热销商品 

5.3.3　捆绑销售在国外有一定市场 

第六章　2011-2013年手机配件细分市场&mdash;&mdash;手机电池 

6.1　手机电池的分类 

6.1.1　镍镉电池 

6.1.2　镍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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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中国手机电池市场高速发展 



6.2.3　中国手机电池市场规模 

6.2.4　中国已成为全球手机电池重点生产基地 

6.2.5　中国手机电池产能及企业发布 

6.3　2011-2013年手机电池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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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假冒产品充斥手机电池市场 

6.4.2　手机电池质量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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