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2021年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分析短报告

2021 China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velopment Analysis Brief Report
2021年中国農業機械化発展の現状分析報告

报告提供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均
系头豹研究院独有的高度机密性文件（在报告中另行标明出处者除外
）。未经头豹研究院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复制
、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本报告内容，若有违反上述
约定的行为发生，头豹研究院保留采取法律措施，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的权利。头豹研究院开展的所有商业活动均使用“头豹研究院”或“头豹
”的商号、商标，头豹研究院无任何前述名称之外的其他分支机构，
也未授权或聘用其他任何第三方代表头豹研究院开展商业活动。

报告主要作者：闵思杰、史慧伦

2021/04

www.leadleo.com

概览标签：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农机自动化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行业峰会策划、奖项评选、行业
白皮书等服务

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是国内领先的原创行企研究内容平台和新型企业服务提供商。围绕“协助企业加速资本价值的挖掘、提升、传播”这一核心目标，头豹打
造了一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数据库服务、行企研报服务、微估值及微尽调自动化产品、财务顾问服务、PR及IR服务，以及其他企业
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增长咨询服务
等

 头豹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300+ 50万+
合作专家

2万+
注册机构用户

公司目标客户群体
覆盖率高，PE/VC、

投行覆盖率达80%

资深分析师
和研究员

5,000+
细分行业
深入研究
原创内容

100万+

行研数据元素

企业服务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报告服务、管理
咨询、战略调整等服务

提供行业分析师外派驻场服务，平台数据库、
报告库及内部研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地方产业规划，园区企业孵化服务

云研究院服务 行业排名、展会宣传 园区规划、产业规划

四大核心服务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1、头豹科技创新网(www.leadleo.com)：PC端阅读全行业、千本研报

2、头豹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头豹”、手机扫上方二维码阅读研报

图说 表说 专家说 数说

3、行业精英交流分享群：邀请制，请添加右下侧头豹研究院分析师微信

详情咨询

研报阅读渠道

扫一扫
实名认证行业专家身份



4

摘要

• 受益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降低机械化生产成本及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
营，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由2015年的63%提升至71%。但与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水
平普遍高于90%的情况相比，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01

• 中国农业机械化效率程度低，小型拖拉机占比高达70%以上，中型及大型拖拉机占
比不足30%，而美国中型及以上的拖拉机占比已达65%以上。中国拖拉机的总量已
接近饱和，小型拖拉机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不利于中国提高机械化效率、发展大规
模农业机械化

中国农业机械结构发展不均衡，小型拖拉机为主要耕作机器02

• 补贴为农业机械行业主要的促进政策，中国每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且通过
补贴引导行业供需。近年来，中国农业机械行业政策主要围绕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支持绿色生态导向等方面提出，促进农业机械行业向智能化、
信息化方向发展

行业政策以引导农业机械结构性调整为重点03

机械化率攀升背后，中国农业
机械行业隐藏着哪些问题？
——
农业机械是指在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等农业生产应

用过程中以及农、畜等产品初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动

力机械和作业机械。农业机械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工具，在农业

发展中直接关系到整个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物质基础。中国农业机械行业自1949年起步，1994年正式进

入市场导向期。2004年，中国开始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开启

了农业机械行业的“黄金十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率得到大幅提升，

2020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率已达71%，但依赖补贴、产能过剩、结

构不均衡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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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机械化率：农业生产中使用机器完成的作业量占总作业量的比例。

 保有量：某地某个时间点上已登记在册的或处于在用状态的某种物品的数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包括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收获机械、农用运输机械、植物保护机械、牧业机械、林业机械、

渔业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按功率折成瓦计算。

 土地流转政策：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土地集约化：在一定面积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入的一种经营方式。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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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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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 全球农业机械化排名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主要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和山地为主的地形导致的
土地资源碎片化

全球主要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 头豹洞察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
业机械化程度落后：中国
在人均耕地面积、拖拉机
数量、农场机械化程度及
发展时间方面均落后于其
他发达国家

地形条件和历史原因导致
中国农业机械化落后：中
国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区
面 积 占 全 国 陆 地 面 积 的
69.1%，平原地区仅占12%，
导致中国土地资源零碎化，
不利于发展农业机械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
地以家庭经营为主，难发
展成规模化经济

国家及地区

不同国家农业机械化维度比较

农业劳动力
占人口比例

农业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

的占比

人均耕地
面积

（公顷）

拖拉机数量/每
100平方公里

（台）
农场机械化率

开始机械化的
时间

（年）

基本实现机械
化的时间
（年）

中国 35.0% 7.4% 0.09 83.7 55% 1950-1960年 预计2020年

美国 2.5% 0.8% 0.48 256.8 >95% 1910年 1940年

欧洲 4.0% <2.0% 0.36 688.7 >95% 1930年 1955-1960年

日本 2.5% 1.2% 0.03 4,532.1 70% 1950年 1967年

俄罗斯 14.4% 3.5% 0.84 - 85% 1929年 1953年

印度 49.0% 15.4% 0.12 129.9 40% - -

巴西 15.0% 4.4% 0.27 - 75% - -

来源：J.P. Morgan，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Wind，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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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农业机械结构发展不均衡，小型拖
拉机为主要耕作机器，农业机械化效率较低

63%

65%

67%

68%

69%

7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2015-2020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逐
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
仍存在较大差距：受益
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降
低机械化生产成本及土
地流转政策促进农业规
模化经营，中国农业机
械 化 水 平 由 2015 年 的
63%提升至71%。但与发
达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
普遍高于90%的情况相
比，中国农业机械化发
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单位：[百分比]

发
达
国
家
农
业
机
械
化
率

中国拖拉机保有量，2015-2019

中国农业机械结构发展
不均衡，农业机械化效
率较低：中国农业机械
化效率程度低，小型拖
拉机占比高达70%以上，
中型及大型拖拉机占比
不足30%，而美国中型
及以上的拖拉机占比达
65%以上。中国拖拉机
的总量已接近饱和，小
型拖拉机占主导地位的
格局不利于中国提高机
械化效率、发展大规模
农业机械化

单位：[万台]

90%

1,703.0 1,671.6 1,634.2 
1,818.3 

1,920.6 

607.3 645.4 670.1 422.0 343.9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小型拖拉机保有量 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

2,310.3 2,317.0 2,304.3
2,240.3 2,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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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 分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

中国各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2019 头豹洞察

 黑龙江和新疆的农业机械
化程度高：黑龙江地广人
稀，人均耕地面积大，具
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优势。
新疆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
得益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和 棉 花 种 植 的 推 动 。
2020年新疆农机购置补
贴 资 金 为 9.3 亿 元 ， 比
2019年增加了3亿元。此
外，新疆地区棉花种植规
模大且集中，2020年中
国新疆机采棉种植面积占
棉花播种总面积的69.8%

黑龙江和新疆农业机械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前者具备地广人稀的独特优势，后者受益于棉花种植的规
模化发展

机械化水平

机耕面积
（千公顷）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机播面积
（千公顷）

机收面积
（千公顷）

84.8%

新疆

2,789.0

37.0

5,973.8

5,879.8

3,992.4

黑龙江

96.8%

6,359.1

57.8

14,168.7

14,436.9

14,013.5

山东

84.0%

10,679.8

48.2

6,333.7

9,373.7

8,950.6

天津

83.0%

359.8

1.3

318.0

379.5

341.0

河南

82.6%

10,357.0

37.3

9,445.4

11,528.0

11,313.1

内蒙古

84.0%

3,866.4

35.4

7,089.6

7,872.4

6,466.1

江苏

84.0%

5,112.0

16.8

5,943.0

4,635.5

5,026.8

河北

80.0%

7,830.7

28.0

5,435.6

6,689.2

5,839.3

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年，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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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 分领域农业机械化水平
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其中小麦的机械化程度最高，2020年已达到95%；其他农作
物中，棉花和大豆的农业机械化率较高，均达75%及以上，马铃薯机械化率较低，不及50%

中国其他农作物农业机械化率，2019中国主粮综合机械化率，2018-2020

三大主粮已实现农业机
械化，且机械化程度增
长趋势明显：受益于中
国建立农机合作社示范
区推广主要农作物机械
化，2020年中国主要农
作物农业机械化水平均
超过85%

小麦品种农业机械化程
度最高：在小麦少耕、
免耕技术的发展和国家
组织小麦跨区机收的共
同推动下，2019年小麦
综合机械化率达95%，
其中机耕率99%、机播
率90%、机收率96%，为
全程机械化农作物

90%
95% 95%

70%

81%
85%

67%

88% 90%

2018 2019 2020

小麦 水稻 玉米

单位：[百分比]

来源：新浪财经，搜狐网，北方农资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棉花和大豆的农业机械
化程度高：中国棉花和
大豆的种植地域较为集
中，集中种植的方式有
利于推广机械化，因此
机械化程度高于其他农
作物

马铃薯机械化程度低：
由于种植技术落后，且
在南方种植马铃薯的区
域多为丘陵地形，受地
形和技术的双重影响，
2018年马铃薯的机播率
仅为27%85%

46% 63% 75%

88%

74%
79%

97%

86%

27%

55%

90%

81%

26%

50%

41%

大豆 马铃薯 花生 棉花

综合机械化率 机耕率 机播率 机收率
单位：[百分比]https://www.leadleo.com/pdf

core/show?id=607e47bc2041
0ebaf695a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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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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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 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自1949年起历经起步期、探索与调整期、政府主导期、机制转换期、市场导向期，全
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已由1949年的8万千瓦提升至2019年的10.3亿千瓦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基
础薄弱，全国农业机
械装备总动力仅有8万
千瓦左右，农用拖拉
机数量约为一百多台，
其他大型农业机械几
乎为0

1949-1958年
起步期

1959-1965年
探索与调整期

1966-1978年
政府主导期

1979-1993年
机制转换期

1994年以后
市场导向期

 中国中央政府提出“农
机制造以地方为主”的
方针，开始在各地进
行农业机械化试点，
兴起了大力发展农业
机械工业的浪潮，中
国农机行业就此起步

 50年代末，拖拉机总
动力达235万KW

 该阶段内，中国对农
业机械工业的投资超
过20亿元，有计划地
新建、扩建农机制造
企业，中国第一拖拉
机制造厂等农机制造
企业陆续投产

 中国中央政府于1959
年提出“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于机械化”的指导
思想，1962年确定“先
农业集体化，再农业
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根
本路线

 1965年，全国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0.1亿KW

 该阶段内，中国实施
计划经济体制，农业
机械的生产计划由国
家下达，产品由国家
统一调拨，农机产品
价格和农机化服务价
格由国家统一制定

 中国中央政府于1966
年提出“1980年基本实
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
目标，采取降低农机
产品价格措施减轻农
村集体发展农业机械
化的负担

 1978年，全国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1.2亿KW

 该阶段内，中国农业
机械制造企业从农业
机械产品的生产、销
售到使用各环节均参
与市场竞争，从以价
格竞争为主向以质量、
服务竞争为主转变

 中国中央政府于1994
年取消农用平价柴油，
标志中国政府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农
业机械化优惠政策已
全部取消，农机行业
进入市场主导阶段

 2019年，全国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10.3亿KW

 市场在农业机械化发
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出现国家、集体、农
民个人和联合经营、
合作经营等各种经营
形式并存局面，形成
“计划+市场”运作机制

 国家对农机工业的计
划管制放松，开始允
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
买、经营农业机械，
允许农业机械作为商
品进入市场，对农机
生产和使用给予优惠

 1993年，全国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3.2亿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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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及农机行业主营业务收入，2015-2020中国农机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同比增速，2015-2020

单位：[亿元]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已进
入调整期：2004年中国
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随后中国农业机械行业
进入高速发展的十年。
2017年起，中国农机收
入出现负增长，而2020
年农机行业主营收入约
为2017年的1/2

用户需求疲软是导致农
机行业低迷的主要原因：
种地成本高、粮食价格
低等原因致使种地利润
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低，
进而导致购机需求低迷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已经进入调整期，用户需求疲软是行业低迷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机械行业收入与机
械工业收入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受经济周期性影响明显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 发展概况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受经
济周期性影响明显：农
业机械为机械工业的细
分类别，2020年中国农
业机械收入仅占机械工
业收入的1.1%。中国农
业机械行业收入与全国
机械工业收入变动趋势
基本一致，呈现较强的
经济周期性，行业发展
主要受农业生产周期、
宏观经济周期、粮食价
格波动周期影响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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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的促进作用分析中国农业机械行业主要驱动因素

单位：[万千瓦]

三大因素驱动农业机械
行业发展：（1）农机
补贴政策。该政策通过
提升农户的农机购置能
力从而提升农业机械化
水平；（2）土地流转
政策。该政策可使土地
由细碎化经营转为规模
化经营，提高农户采用
机械化生产的积极性；
（3）农民收入提高。
该趋势显著提高农民购
买力，促进农业机械购
买需求提升

农机补贴政策、土地流转政策、农民收入提高是驱动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中农机购置
补贴对农业机械化促进作用显著，但边际效应递减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 驱动因素

农机购置补贴显著促进
农业机械化，但边际效
应递减：2004年为农机
购置补贴实施元年，当
年 农 业 机 械 总 动 力 为
64,028万千瓦，而2019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已达
102,707.7万千瓦。农机
补贴促进农业机械化发
展，同时也造成农民和
农机企业对农机补贴政
策依赖性强、市场资源
配置失灵的局面，农机
补贴边际效应递减

农机行业
发展

农机补贴
政策

土地流转
政策

农民收入
提高

直接拉动农
业机械销售

提高土地集
约化程度

提高农民对
农机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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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行业产成品存货变动，2015-2020中国农机企业亏损数及农机行业销售利润率变动，2015-2020

单位：[万元]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盈利
能力不佳：在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下，企业按照
农机补贴目录提供产品
以获取补贴，产品同质
化现象严重，整体市场
呈现自主创新能力弱、
产品技术水平低、产能
过剩的局面，2015年后
农机行业亏损企业数呈
上升趋势，行业利润率
呈下降趋势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盈利能力不佳，整体市场呈现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技术水平低、产能过剩局面，产
能去化缓慢，加剧行业竞争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 发展困境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产能
去化较慢：自2015年起，
中国农机行业产成品存
货金额稳定在150-200
亿元间，产能去化进程
缓慢，进一步加剧行业
盈利压力。传统、大宗
农机产品产能过剩，但
新型、空白领域产品供
不应求，整体农机行业
存在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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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农业机械行业主要政策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 政策分析
补贴仍为农业机械行业主要的促进政策，近年来行业政策以引导农业机械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促进农业
机械行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政策分析

 补贴仍为农业机械行业主
要的促进政策：中国每年
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且通过补贴引导行业供需

 政策引导农业机械结构性
调整：近年来，中国农业
机械行业政策主要围绕提
高自主研发能力、优化农
机装备结构、支持绿色生
生态导向等方面提出，促
进农业机械行业向智能化、
信息化方向发展

政策名称 颁布日期 颁布主体 主要内容及影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2021年2月 国务院

提高农机装备自主研制能力，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
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加大购置补贴力度，开展农机
作业补贴。大力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保单质押贷
款、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抵押贷款业务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2020年3月 农业农村部
针对农机超期服役问题，出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引
导各地加快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进度，优化农机装
备结构，促进农机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2019年3月 财政部、税务总局 自2019年4月1日期，农机产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
增值税应税销售或进口货物行为时，税率下调为9%

《国务院关于加快农业机械化和装备产业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2018年12月 国务院

提出到2025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5%，粮棉油糖主产县（市、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
化，丘陵山区县（市、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55%，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和农产
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50%左右

《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2018年2月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重点增加了支持农业结构调整需求和绿色生态导向的
品目，剔除了技术已明显落后的部分品目，最终确定
补贴范围为15大类42个小类137个品目

《关于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引导植保无人飞机
规范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7年9月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民航局

探索建立购置补贴的路径和方式，完善分类分档办法、
补贴额测算因素的选取方式与确定标准，创新补贴资
金兑付方式，促进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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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农机相关补贴政策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区域

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 发展趋势
北斗系统在农业领域中已普遍应用，国家对北斗终端农业应用方面的补贴政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机
械向精准化作业方向发展

北斗系统在农业领域已
经广泛应用：应用地域
方面，北斗农机自动驾
驶系统已在超过9个省
区实现规模化应用；应
用领域方面，北斗农机
从单一化的自动驾驶作
业逐渐向农业信息化管
理和作业监管等方向延
伸。北斗系统的应用极
大地提高了农机作业的
质量和效率，在保证土
地效益最大化的同时降
低人工成本

国家补贴政策利好北斗
农机应用，促使农业作
业高精度化：除中央出
台的北斗农机补贴政策
外，2017年部分省份开
始实施补贴标准，2018
年所有省份均将北斗农
机纳入补贴范围，北斗
应用逐步普及，随着政
府政策推进北斗终端在
农机领域中的应用，中
国农业机械将朝着精准
化方向发展

北斗农机自动驾驶应用区域

作业精度 ±2.5cm以内

覆盖农机 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和打药机

提供信息 姿态信息、坐标信息和航向信息

技术 北斗卫星定位导航和精密控制技术

来源：搜狐网，中国农机网，北斗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政策档位 分档位名称 补贴额（元）

第四档

第三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第五档

• 电动方向盘
• 直线精度±10cm的北斗

导航辅助驾驶系统

• 农用北斗差分测向导航
控制终端

• 农用北斗作业质量监测
终端系统

• 农用普通北斗定位终端

20,000
-28,000

13,000
-24,000

11,000

1,100

350-500

• 液压控制转向机、电动
方向盘

• 直 线精 度 ±2.5cm 北 斗
导航自动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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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

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农业机械行业、农业机械自动化、种植业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

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

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

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

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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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

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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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活动解释权均归头豹所有，活动细则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头豹领航者计划介绍

每个季度，头豹将于网站、公众号、各自媒体公开发布季度招

募令，每季公开125个招募名额
头豹共建报告

2021年度

特别策划

Project 

Navigator 

领航者计划

沙利文担任计划首席增长咨询官、江苏中科院智能院担任计划首席科创辅导官、
财联社担任计划首席媒体助力官、无锋科技担任计划首席新媒体造势官、
iDeals担任计划首席VDR技术支持官、友品荟担任计划首席生态合作官……

1 企业申请共建

2 头豹审核资质

3 确定合作细项

4 信息共享、内容共建

5 报告发布投放

共建报告流程

头豹诚邀各行业创造者、颠覆者、领航者，知识共享、内容

共建

头豹诚邀政府及园区、金融及投资机构、顶流财经媒体及

大V推荐共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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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领航者计划与商业服务

扫描二维码

联系客服报名加入

共建深度研报

撬动精准流量

助力业务发展

加速企业成长

塑造行业标杆

传递品牌价值
建立融资平台

登陆资本市场

提升市场关注

管理企业市值

提升企业估值

协助企业融资

头豹以研报服务为切入点，

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

本价值需求，依托传播服务、

FA服务、资源对接、IPO服

务、市值管理等，提供精准

的商业管家服务解决方案

研报服务

传播服务

FA服务

资源对接

IPO服务

市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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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1
人工智能NLP技术
精准拆解用户提问

智能拆解提问

千元预算的

高效率轻咨询服务

STEP02
云研究院7×24待命
随时评估解答方案

云研究院后援

STEP03
大数据×定制调研
迅速生成解答方案

解答方案生成

STEP04
书面反馈、分析师专访、
专家专访等多元反馈方式

专业高效解答

扫码二维码即刻联系你的
智能随身专家

读完报告有问题？
快，问头豹！你的智能随身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