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9年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CONTENTS

 
第1章：中国5G产业发展进程及5G+行业应用综述
　　1.1 5G技术概述

　　　1.1.1 5G概念及特性分析

　　　　（1）5G概念

　　　　（2）5G关键指标定义

　　　　（3）5G的特性分析

　　　1.1.2 5G技术路线图

　　　1.1.3 5G技术创新主流模式

　　　1.1.4 5G技术创新动态

　　　1.1.5 5G技术研发方向和趋势

　　1.2 中国5G发展历程及全球地位分析

　　　1.2.1 中国5G发展历程

　　　1.2.2 中国5G发展在全球所处地位分析

　　　　（1）全球5G产业区域总体格局

　　　　（2）全球5G专利企业排名

　　　　（3）全球5G设备企业竞争格局

　　1.3 中国5G产业生态体系构建及产业链布局诊断

　　　1.3.1 5G产业链结构及生态图谱

　　　　（1）5G产业链结构

　　　　（2）5G产业链图谱

　　　　（3）5G产业链区域热力图

　　　1.3.2 5G行业成本投入分析

　　　1.3.3 5G行业价值链分析

　　　1.3.4 5G产业链布局情况

　　1.4 中国5G行业应用落地情况

　　　1.4.1 5G+行业应用落地概述

　　　　（1）5G+行业应用落地作用

　　　　（2）5G+行业融合应用体系

　　　1.4.2 5G+行业应用落地情况

　　　　（1）5G+行业应用场景概述

　　　　　1）5G行业终端类型日渐丰富，逐步满足企业定制化需求

　　　　　2）5G应用解决方案日渐成熟，逐步深入重点领域核心环节

　　　　　3）5G融合应用生态形成合力，创新支撑体系初步构建

　　　　（2）5G+行业应用落地情况

　　　1.4.3 5G+行业应用代表领域分析

　　　　（1）5G+智慧建筑

　　　　　1）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重点场景与价值分析

　　　　　3）5G+建筑创新融合发展分析

　　　　（2）5G+智慧医疗

　　　　　1）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重点场景与价值分析

　　　　　3）5G+医疗创新融合发展分析

　　　　（3）5G+智慧港口

　　　　　1）港口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重点场景与价值分析

　　　　　3）5G+港口创新融合发展分析

　　　1.4.4 5G+行业融合技术产业发展路径

　　1.5 5G+行业应用市场规模体量及落地行业领域分布

　　　1.5.1 中国5G+行业应用市场规模体量

　　　1.5.2 中国5G+行业应用落地领域分布

5G+工业互联网应用行业

目 录

1

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2108171817599839.html


第2章：中国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综述及5G应用优势分析
　　2.1 工业互联网行业界定

　　　2.1.1 工业互联网的内涵

　　　2.1.2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范围

　　　2.1.3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界定

　　　2.1.4 工业互联网的核算方法

　　　　（1）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规模核算

　　　　（2）工业互联网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核算

　　2.2 工业互联网与相关概念辨析

　　　2.2.1 工业互联网与工业4.0/5.0的关系

　　　2.2.2 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关系

　　　2.2.3 工业互联网与工业物联网的关系

　　2.3 中国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

　　2.4 中国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2.4.1 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概况

　　　2.4.2 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分析

　　　　（1）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

　　　　（2）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

　　　　（3）工业互联网促进行业转型情况

　　　　　1）中国工业互联网加速向一二三产渗透

　　　　　2）工业互联网对第二产业带动作用最显著

　　　2.4.3 工业互联网经济贡献分析

　　　2.4.4 工业互联网社会贡献分析

　　2.5 中国工业互联网行业体系架构

　　　2.5.1 工业互联网行业体系架构1.0

　　　2.5.2 工业互联网行业体系架构2.0

　　2.6 中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业务视图

　　　2.6.1 工业互联网总体业务视图

　　　2.6.2 业务视图-产业层

　　　2.6.3 业务视图-商业层

　　　2.6.4 业务视图-应用层

　　　2.6.5 业务视图-能力层

　　2.7 传统工业通信网络在工业互联网中应用的局限性分析

　　　2.7.1 工业互联网网络通信技术概述

　　　2.7.2 工厂中的传统网络通信技术

　　　　（1）工厂网络中的有线通信技术

　　　　（2）工厂网络中的无线通信技术

　　　2.7.3 传统工业通信网络技术在应用中存在的局限性

　　　　（1）工业控制网络与企业数字化系统网络不能兼容

　　　　（2）工业生产流程没有全部实现网络化

　　　　（3）工业制造与网络技术不能有机结合

　　2.8 5G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优势分析

第3章：全球5G产业发展进程及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状况
　　3.1 全球5G产业发展进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3.1.1 全球5G产业发展历程

　　　3.1.2 全球5G产业发展现状

　　　　（1）全球主要国家5G战略概况

　　　　（2）全球主要国家5G频谱计划

　　　　（3）全球5G基站建设规划及现状

　　　　（4）全球5G网络建设现状

　　　　（5）全球5G用户渗透率及用户规模

　　　　（6）全球5G产业市场规模

　　　3.1.3 全球5G产业发展效益

　　　　（1）经济价值规模

　　　　（2）带动就业规模

　　3.2 全球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

　　　3.2.1 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历程分析

　　　3.2.2 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规模分析

　　　3.2.3 全球工业互联网经济效益分析

5G+工业互联网应用行业

2



　　3.3 全球5G+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状况

　　　3.3.1 全球5G+行业应用落地状况

　　　3.3.2 全球5G+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状况

　　3.4 全球5G+工业互联网应用区域布局格局

　　　3.4.1 全球5G产业区域布局格局

　　　　（1）全球5G产业专利布局情况

　　　　（2）全球5G订阅人数区域分布

　　　　（3）全球主要国家5G网络速度情况

　　　　（4）全球5G终端产品市场份额

　　　3.4.2 全球5G+工业互联网应用区域布局格局

　　3.5 全球5G+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布局格局

　　3.6 全球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面临的挑战

第4章：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宏观环境分析（PEST）
　　4.1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政策（Policy）环境分析

　　　4.1.1 5G+工业互联网行业监管体系及机构介绍

　　　　（1）监管体系

　　　　（2）主管部门

　　　　（3）自律组织

　　　4.1.2 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相关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相关政策汇总

　　　　（2）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相关规划汇总

　　　4.1.3 国家重点政策/规划对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影响

　　　　（1）国家“十四五”规划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2）《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2021-2023 年）》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3）《“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试点建设指南》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4.1.4 政策环境对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4.2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经济（Economy）环境分析

　　　4.2.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析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析

　　　　（3）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情况

　　　4.2.2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4.2.3 经济环境对5G+工业互联网行业的影响分析

　　4.3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社会（Society）环境分析

　　　4.3.1 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社会环境分析

　　　　（1）中国人口规模

　　　　（2）中国网民规模

　　　　（3）中国城镇化水平变化

　　　　　1）中国城镇化现状

　　　　　2）中国城镇化趋势展望

　　　　（4）中国居民消费习惯变化

　　　4.3.2 社会环境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4.4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技术（Technology）环境分析

　　　4.4.1 5G+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分析

　　　　（1）5G双域专网中的ULCL和DNN分流技术

　　　　（2）MEC边缘计算技术

　　　　（3）工业互联网技术

　　　4.4.2 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技术标准建设现状

　　　　（1）URLLC激活工业控制变革创新

　　　　　1）5GURLLC标准逐步落地应用，分阶段匹配工业控制需求

　　　　　2）5GURLLC深度融入工业体系，将激活工业网络和产线的变革

　　　　（2）5G+TSN分阶段有序部署推进

　　　　　1）5G网络确定性传输和TSN设计需求相互匹配

　　　　　2）5G+TSN融合部署分三个阶段有序推进

　　　　　3）5G+TSN技术研究与产品落地加快步伐

　　　　（3）5G与MEC融合再掀发展浪潮

　　　　　1）5G商用与边缘计算发展互促共进

　　　　　2）5G+MEC赋能工业边缘智能

　　　　（4）轻量化5GC应用加快探索步伐

5G+工业互联网应用行业

3



　　　　　1）轻量化5GC助力形成高性价比和灵活性的网络解决方案

　　　　　2）轻量化5GC产品研发和应用试验广泛开展

　　　4.4.3 技术环境对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第5章：中国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状况及解决方案分析
　　5.1 5G+工业互联网综述

　　　5.1.1 5G+工业互联网的定义

　　　5.1.2 5G+工业互联网发展特点

　　5.2 中国5G与工业互联网行业融合发展现状

　　　5.2.1 5G与工业互联网匹配情况

　　　5.2.2 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历程

　　　5.2.3 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典型应用场景

　　　　（1）智能制造

　　　　（2）远程监控与视觉检测

　　　　（3）智能物流

　　　　（4）数字孪生工厂

　　5.3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5.3.1 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概况

　　　5.3.2 5G+工业互联网区域发展格局

　　　5.3.3 5G+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分布

　　　5.3.4 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数量

　　5.4 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的网络架构

　　　5.4.1 5G+工业互联网整体架构

　　　5.4.2 安全防护体系

第6章：中国5G+工业互联网主要应用场景解析
　　6.1 中国工业生产制造流程及工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

　　　6.1.1 中国工业生产制造流程

　　　6.1.2 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

　　　　（1）面临发达国家以数字化驱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外部挑战

　　　　（2）数字化驱动我国工业升级的内部压力

　　6.2 中国5G+工业互联网主要应用场景概述

　　6.3 中国5G+工业研发设计应用场景分析

　　　6.3.1 中国5G+工业研发设计应用场景概述

　　　　（1）协同研发设计

　　　　（2）生产单元模拟

　　　6.3.2 中国5G+工业研发设计各类场景应用基础条件分析

　　　6.3.3 中国5G+工业研发设计关键应用情况

　　　　（1）5G+VR协同研发

　　　　（2）数字孪生技术

　　　6.3.4 中国5G+工业研发设计发展典型案例介绍

　　　　（1）中国商飞-“5G+工业互联网赋能大飞机智能制造”项目

　　　　（2）蓝星星火-“5G+智能化工”项目

　　　　（3）声威建材-“水泥行业皮带无人值守数字孪生系统”项目

　　　　（4）招商港口-“5G妈湾智慧港口”项目

　　6.4 中国5G+工业生产制造应用场景分析

　　　6.4.1 中国5G+工业生产制造应用场景概述

　　　　（1）远程设备操控

　　　　（2）设备协同作业

　　　　（3）柔性生产制造

　　　　（4）现场辅助装配

　　　　（5）精准动态作业

　　　　（6）生产效能管控

　　　　（7）企业协同合作

　　　6.4.2 中国5G+工业生产制造各类场景应用基础条件分析

　　　6.4.3 中国5G+工业生产制造关键应用情况

　　　　（1）5G+工业对生产制造应用的赋能逻辑

　　　　（2）生产制造数字化转型

　　　　　1）生产流程数据化

　　　　　2）内部“生产经验”具象化

　　　　（3）产业链平台化

5G+工业互联网应用行业

4



　　　　　1）产业链企业关系蜂巢化

　　　　　2）产业链企业功能模块化

　　　　（4）制造业产品服务化

　　　6.4.4 中国5G+工业生产制造发展典型案例介绍

　　　　（1）宝武武钢智慧工厂项目

　　　　（2）华为-松山湖工厂项目

　　　　（3）海尔-基于5G+MEC的互联工厂项目

　　　　（4）三一重工-5G工业互联专网项目建设

　　　　（5）华菱湘钢-天车、加渣机械臂的远程设备操控

　　　　（6）新华粤石化-“能耗在线监测”项目

　　　　（7）海螺集团-“5G+AI+智慧装船”项目

　　6.5 中国5G+工业质量检测应用场景分析

　　　6.5.1 中国5G+工业质量检测应用场景概述

　　　　（1）机器视觉质检

　　　　（2）工艺合规校验

　　　　（3）生产过程溯源

　　　6.5.2 中国5G+工业质量检测各类场景应用基础条件分析

　　　6.5.3 中国5G+工业质量检测关键应用情况

　　　　（1）5G+机器视觉技术需求

　　　　（2）5G+机器视觉应用场景

　　　6.5.4 中国5G+工业质量检测发展典型案例介绍

　　　　（1）格力-5G机器视觉质检项目

　　　　（2）外高桥-“5G+工业互联网”在船舶行业的落地应用项目

　　　　（3）鞍钢-机器视觉质检项目

　　　　（4）良瓷科技-“九牧永春5G智慧工厂”项目

　　　　（5）艾莱依-“艾莱依5G+工业互联网云平台”项目

　　6.6 中国5G+工业故障运维应用场景分析

　　　6.6.1 中国5G+工业故障运维应用场景概述

　　　　（1）设备故障诊断

　　　　（2）设备预测维护

　　　　（3）虚拟现场服务

　　　6.6.2 中国5G+工业故障运维各类场景应用基础条件分析

　　　6.6.3 中国5G+工业故障运维关键应用情况

　　　　（1）智能运维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2）智能运维系统关键模块设计

　　　　　1）5G网络的设计与搭建

　　　　　2）云边协同的工业互联网智能运维平台技术架构设计

　　　6.6.4 中国5G+工业故障运维发展典型案例介绍

　　　　（1）陕鼓动力-“基于数字孪生的5G+工业物联网智能运维平台”项目

　　　　（2）柳钢-玉林首个“5G+设备智能运维系统”

　　　　（3）宝钢-“流程行业5G+工业互联网高质量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4）南方电网-“5G+智能电网”项目

　　　　（5）中海油-“5G智慧海油”项目

　　6.7 中国5G+工业物流运输应用场景分析

　　　6.7.1 中国5G+工业物流运输应用场景概述

　　　　（1）厂区智能物流

　　　　（2）厂区智能理货

　　　　（3）全域物流监测

　　　6.7.2 中国5G+工业物流运输各类场景应用基础条件分析

　　　6.7.3 中国5G+工业物流运输关键应用情况

　　　　（1）建设智能物流工程

　　　　（2）研发智能物流设备

　　　　　1）柔性制造技术可以完善智能物流设备

　　　　　2）物联网技术促进了智能物流设备的进步

　　　　　3）加强物流管理信息化和流程的有机结合

　　　6.7.4 中国5G+工业物流运输发展典型案例介绍

　　　　（1）扬子石化+中国联通“5G+安全石化”项目

　　　　（2）中兴-南京滨江5G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3）福田汽车-超级卡车工厂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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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天津港-“5G智慧港口、绿色港口”项目

　　6.8 中国5G+工业安全管理应用场景分析

　　　6.8.1 中国5G+工业安全管理应用场景概述

　　　　（1）无人智能巡检

　　　　（2）生产现场监测

　　　6.8.2 中国5G+工业安全管理各类场景应用基础条件分析

　　　6.8.3 中国5G+工业安全管理关键应用情况

　　　　（1）5G 时代下工业互联网安全需求

　　　　　1）终端管控安全需求

　　　　　2）数据保护安全需求

　　　　　3）网络隔离安全需求

　　　　　4）边缘计算安全需求

　　　　（2）“5G+工业互联网”安全能力场景化解决方案

　　　6.8.4 中国5G+工业安全管理发展典型案例介绍

　　　　（1）国家管网-基于5G的“工业互联网+智能油气安全生产”应用

　　　　（2）国家电网-“5G+北斗智能巡检无人机”项目

　　　　（3）庞庞塔煤矿-“5G+智能矿山”项目

第7章：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商业模式创新及挑战分析
　　7.1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商业模式创新探索分析

　　　7.1.1 阶段一：试点示范阶段

　　　7.1.2 阶段二：规模化复制探索阶段

　　　7.1.3 阶段三：自发性创新驱动阶段

　　7.2 5G+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商业价值评估

　　7.3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7.3.1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有利因素分析

　　　　（1）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1）地方政府，配套支持加速完善

　　　　　2）产业主体，探索热情不断高涨

　　　　（2）基础设施稳步部署

　　　　　1）网络设施加速覆盖

　　　　　2）组网模式逐步清晰

　　　　　3）扁平化架构初步形成

　　　　（3）创新生态逐步完善

　　　　　1）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不断构建

　　　　　2）产业短板终端模组加速供给

　　　7.3.2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不利因素分析

　　　　（1）技术拼颈-供给侧能力与需求侧要求存在差异

　　　　（2）成本瓶颈-业务量和投入成本一直处于两难境地

　　　　（3）业务瓶颈-规模复制难度较大

　　7.4 5G+工业互联网发展机遇与挑战分析

　　　7.4.1 5G+工业互联网发展机遇

　　　　（1）政策推动先导区试点建设

　　　　（2）行业应用终端日益丰富

　　　　（3）技术突破带来发展机遇

　　　7.4.2 5G+工业互联网面临的挑战

　　　　（1）技术层面

　　　　　1）5G技术尚有局限性

　　　　　2）网络安全风险增加

　　　　（2）产业层面

　　　　　1）建设和运营成本高

　　　　　2）产业配套不成熟

　　　　　3）商业模式不清晰

　　　　（3）应用层面

　　　　　1）企业信息化水平有限

　　　　　2）缺乏对5G有刚需的工业场景

　　　　　3）网络性能的需求不同

　　　　（4）人才层面

第8章：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情况
　　8.1 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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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中国5G+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情况

　　　8.2.1 5G+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应用落地情况

　　　　（1）智慧工厂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与价值分析

　　　　　1）柔性生产制造

　　　　　2）AI机器视觉

　　　　　3）远程运维

　　　　　4）远程控制

　　　　　5）AI视觉安防

　　　　　6）云化AGV

　　　　　7）AR远程协作

　　　　　8）数字孪生

　　　　（3）5G++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应用案例研究

　　　　　1）设备数据采集及工艺关联

　　　　　2）5G+AI质检及产线联动

　　　　（4）5G+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规模化发展策略建议

　　　8.2.2 5G+工业互联网智慧钢铁应用落地情况

　　　　（1）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与价值分析

　　　　　1）天车/加渣机械臂远程控制

　　　　　2）智慧天车无人控制

　　　　　3）AI钢表质检

　　　　　4）AI辅助自动转钢

　　　　　5）环保排放/能耗监测

　　　　（3）5G+工业互联网智慧钢铁应用案例研究

　　　　（4）5G+工业互联网智慧钢铁规模化发展策略建议

　　　　　1）构建可快速复制的行业模板

　　　　　2）需要针对场景科学规划，有序推广复制

　　　　　3）联合合作伙伴，推动生态体系重构

　　　8.2.3 5G+工业互联网装备制造应用落地情况

　　　　（1）装备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工业互联网装备制造应用场景与价值分析

　　　　　1）航天航空设备－智能连接器辅助装配

　　　　　2）船舶海工装备－基于5G的大型钢结构精度测量

　　　　（3）5G++工业互联网装备制造应用案例研究

　　　　　1）钢板表面缺陷检测应用

　　　　　2）基于5G的数控全连接工厂

　　　　（4）5G+工业互联网装备制造规模化发展策略建议

　　　8.2.4 5G+工业互联网服装制造应用落地情况

　　　　（1）服装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工业互联网服装制造应用场景与价值分析

　　　　　1）云联网协同

　　　　　2）AI服装质检

　　　　（3）5G+工业互联网服装制造应用案例研究

　　　　　1）雅戈尔服装智慧工厂

　　　　　2）杰克-智能服装工厂

　　　　（4）5G+工业互联网服装制造规模化发展策略建议

　　　8.2.5 5G+工业互联网汽车制造应用落地情况

　　　　（1）汽车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2）5G+工业互联网汽车制造应用场景与价值分析

　　　　　1）5G+线边物流和智慧仓储

　　　　　2）5G+机器人间协同控制

　　　　　3）5G+生产工厂能耗监控

　　　　　4）5G+设备预测维护

　　　　（3）5G+工业互联网汽车制造应用案例研究

　　　　　1）长安汽车智能汽车应用

　　　　　2）铃耀5G+智能汽车工厂

　　　　　3）长春一汽智能汽车工厂

　　　　（4）5G+工业互联网汽车制造规模化发展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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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市场前瞻及投资策略建议
　　9.1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前景预测

　　　9.1.1 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9.1.2 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5G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2）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3）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9.1.3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5G+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

　　　　（2）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向深发展

　　　　（3）工业互联网融合生态不断发展壮大

　　9.2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进入与退出壁垒

　　　9.2.1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进入壁垒

　　　　（1）资金壁垒

　　　　（2）人才壁垒

　　　　（3）技术壁垒

　　　9.2.2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退出壁垒

　　9.3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9.3.1 信息安全风险

　　　9.3.2 监管风险

　　　9.3.3 技术风险

　　　9.3.4 经营风险

　　9.4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9.4.1 投资方向机会分析

　　　9.4.2 投资主体机会分析

　　9.5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9.6 中国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投资策略规划与发展建议

　　　9.6.1 5G+工业互联网行业投资策略规划

　　　　（1）全力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

　　　　（2）适度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3）加强融合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4）鼓励探索新型业务合作模式

　　　9.6.2 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建议

　　　　（1）加强技术研发

　　　　（2）完善产业生态

　　　　（3）逐步铺开应用

　　　　（4）重视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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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8：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典型应用场景

图表119：5G+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概况

图表120：5G+工业互联网区域发展格局

略····完整目录请咨询客服

 

如需了解报告详细内容，请直接致电前瞻客服中心。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068-7188  0755-82925195 82925295 83586158 

或发电子邮件：service@qian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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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录网站：https://bg.qianzhan.com/
 
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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