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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造船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投资商机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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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shufuzhusheshi/27741927741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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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造船是指建造或制造船只的生产工业，一般是在一种专业设施造船厂里的船台或船坞
中进行。造船本身应用的科技十分广泛，从船身到引擎的使用，造船技术可以分为几大类，
包含船体（或称载台，此部份以基本设计及结构设计为主，依材质可再细分为钢船、铝合金
船、玻璃钢〔FRP〕船、水泥船、木船、皮革船、塑胶管筏等）、舣装（如电子设备、航仪
、家具、主机以外其他设备等）、轮机（船用主机，如蒸气涡轮机、燃气涡轮机、柴油引擎
、核子反应炉等）及电机。

造船工程是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的一种专门职业。建造船只和船只修理是商务和军事
的混合工业，泛指为“海事界”，原始社会初期，原始先民以渔猎和捕捞为生，活动范围仅局
限于离水很近的区域，他们急需一种工具，去猎取更多食物和抵御洪水的危害，后来，古人
观落叶因以为舟，见窾木浮而知为舟，创造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又称为桴、泭
。继编木为筏后，又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了商代，古人不再受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
限制，而是可以根据材料加工了，这样，木板船就出现了。宋元时期“黄田港北水如天，万
里风樯看贾船”是宋元时期水上交通与水上贸易繁盛的真实写照，指南针在这一时期也开始
应用，无论是内河船还是航海船，都有了一定的制式。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完工量为5431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完工量为1981万载重吨，占
比重33%。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完工量

1-6月世界造船新接订单量,1768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新接订单量1321载重吨，
占比重74.7%，碾压韩国和日本。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新接订单量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手持订单量

2014-2016年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造船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投资商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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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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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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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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年国际船舶制造业发展分析
1.1 世界船舶制造业的概况
1.1.1 行业发展格局
1.1.2 市场特点综述
1.1.3 新船价格指数
1.1.4 新船成交量
1.1.5 新船完工量
1.1.6 手持订单量
1.2 韩国
1.2.1 2014年市场分析
1.2.2 2015年市场现状
1.2.3 市场出口状况
1.2.4 面临的问题
1.2.5 市场将逐渐改善
1.3 日本
1.3.1 造船完工量
1.3.2 市场出口状况
1.3.3 行业竞争优势
1.4 其他国家及地区
1.4.1 印度
1.4.2 俄罗斯
1.4.3 越南
1.4.4 巴西
第二章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制造业PEST环境分析
2.1 政策（Political）环境
2.1.1 产业政策导向
2.1.2 相关利好政策
2.1.3 未来政策趋势
2.2 经济（Economic）环境
2.2.1 国际经济发展形势
2.2.2 中国经济运行现状
2.2.3 中国经济支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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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中国经济发展预测
2.3 社会（Social）环境
2.3.1 城镇化水平
2.3.2 工业发展形势
2.3.3 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2.4 技术（Technological）环境
2.4.1 技术船型模式分析
2.4.2 技术创新模式构建
2.4.3 技术创新模式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章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制造业发展分析
3.1 船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3.1.1 具有较强的产业波及效应
3.1.2 是高新技术的孵化池和催化剂
3.2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概况
3.2.1 行业发展成就
3.2.2 行业国际地位
3.2.3 行业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期
3.3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3.3.1 2014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3.3.2 2014年经济主要运行特点
3.3.3 2015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3.3.4 2015年经济主要运行特点
3.3.5 2016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3.3.6 2016年经济运行主要特点
3.4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对外贸易状况
3.4.1 2014年外贸状况
3.4.2 2015年外贸状况
3.4.3 2016年外贸状况
3.5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5.1 市场需求方面
3.5.2 企业盈利方面
3.5.3 行业产能方面
3.5.4 市场风险方面
3.5.5 行业政策方面
3.6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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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加大政策理解力度
3.6.2 把握转型升级新方向
3.6.3 加大化解产能过剩力度
3.6.4 高度重视海工装备市场风险
3.6.5 提升本土化配套率
3.6.6 加强行业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3.6.7 继续加大相关政策标准的培训
第四章 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4.1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经济规模
4.1.1 行业销售规模
4.1.2 行业利润规模
4.1.3 行业资产规模
4.2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4.2.1 行业亏损面
4.2.2 行业销售毛利率
4.2.3 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4.2.4 行业销售利润率
4.3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4.3.1 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4.3.2 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4.3.3 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4.4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4.4.1 行业资产负债率
4.4.2 行业利息保障倍数
4.5 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4.5.1 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4.5.2 影响行业财务状况的经济因素分析
第五章 2014-2016年集装箱船市场分析
5.1 集装箱船的相关概述
5.1.1 集装箱的定义
5.1.2 集装箱的分类
5.1.3 集装箱船概念
5.1.4 集装箱船分类
5.2 2014-2016年国际集装箱船市场发展分析
5.2.1 集装箱船订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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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集装箱船公司排名
5.2.3 集装箱船总舱位容量
5.2.4 集装箱船型运力分析
5.3 2014-2016年中国集装箱船市场发展分析
5.3.1 小型集装箱船订单
5.3.2 企业景气分析
5.3.3 集装箱船运力
5.3.4 出口现状分析
5.3.5 行业创新设计
5.4 2014-2016年中国超大型集装箱船发展分析
5.4.1 行业订单现状
5.4.2 行业加速整合
5.4.3 成本竞争压力
5.4.4 市场运价影响
5.5 集装箱船舶超大型化边际成本瓶颈分析
5.5.1 边际成本
5.5.2 港口因素
5.5.3 航线因素
5.6 集装箱船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5.6.1 超大型集装箱船前景
5.6.2 中小型集装箱船前景
5.6.3 主流集装箱船型预测
第六章 2014-2016年干散货船市场分析
6.1 干散货船简介
6.1.1 货船类型介绍
6.1.2 运输市场结构
6.1.3 巴拿马型结构
6.2 2014-2016年国际干散货船行业发展分析
6.2.1 市场规模现状
6.2.2 中国市场作用
6.2.3 发展前景预测
6.3 2014-2016年中国干散货船市场发展分析
6.3.1 企业景气分析
6.3.2 运输市场分析
6.3.3 长江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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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中国远洋船队
6.4 干散货船舶经营状况与发展策略分析
6.4.1 经营成效分析
6.4.2 面临主要问题
6.4.3 经营发展策略
6.5 干散货船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前景
6.5.1 市场前景预测
6.5.2 未来发展趋势
6.5.3 双壳发展趋势
第七章 2014-2016年油轮市场分析
7.1 2014-2016年油轮市场发展现状
7.1.1 全球市场规模
7.1.2 中国市场规模
7.1.3 发展环境分析
7.2 2014-2016年中国油轮制造业发展分析
7.2.1 新造船市场行情
7.2.2 超大型油轮建成
7.2.3 32吨原油轮建成
7.3 2014-2016年中国单壳油轮改造分析
7.3.1 单壳与双壳油轮简介
7.3.2 连云港提前淘汰单壳油轮
7.3.3 茂名首艘油轮单壳改双壳
7.4 油轮市场发展趋势及规模预测
7.4.1 市场发展趋势
7.4.2 订单规模预测
第八章 2014-2016年游艇市场分析
8.1 游艇的概念及分类
8.1.1 游艇的定义
8.1.2 游艇的种类
8.1.3 游艇价格及消费条件
8.2 2014-2016年世界游艇行业发展分析
8.2.1 国际游艇制造业竞争状况
8.2.2 新能源游艇渐成国外市场热点
8.2.3 2014年全球游艇制造业发展分析
8.2.4 2015年全球游艇制造业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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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2016年全球游艇制造业发展态势
8.3 2014-2016年中国游艇产业发展分析
8.3.1 中国游艇产业发展基础成熟
8.3.2 中国游艇产业区域布局分析
8.3.3 2014年中国游艇产业发展状况
8.3.4 2015年中国游艇产业发展状况
8.3.5 2016年中国游艇产业发展态势
8.3.6 沿海地区掀起游艇经济发展热潮
8.4 2014-2016年中国游艇企业分析
8.4.1 中国主要游艇制造企业分类
8.4.2 国内主要游艇制造企业介绍
8.4.3 中国游艇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8.4.4 国内企业发展游艇业的建议
8.5 中国游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5.1 中国游艇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8.5.2 中国游艇业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
8.5.3 游艇业走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8.5.4 中国游艇行业的品牌发展战略
8.6 中国游艇产业未来发展分析
8.6.1 游艇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8.6.2 太阳能游艇具有良好前景
8.6.3 中国游艇市场前景展望
8.6.4 游艇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九章 2014-2016年中国重点省市船舶制造业的发展
9.1 辽宁省
9.1.1 行业发展回顾
9.1.2 地区市场分析
9.1.3 产业政策浅述
9.1.4 行业发展规划
9.2 江苏省
9.2.1 行业发展环境
9.2.2 行业发展优势
9.2.3 行业发展劣势
9.2.4 2014年行业分析
9.2.5 2015年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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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行业发展对策
9.2.7 工业发展目标
9.3 浙江省
9.3.1 产业发展成就
9.3.2 行业发展回顾
9.3.3 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9.3.4 产业发展目标及布局
9.3.5 行业发展规划
9.4 安徽
9.4.1 2014年行业运行分析
9.4.2 2015年市场运行动态
9.4.3 地区市场分析
9.4.4 行业发展目标
9.5 广东
9.5.1 行业发展综述
9.5.2 市场出口现状
9.5.3 行业存在的问题
9.5.4 行业发展对策
9.5.5 行业面临的机遇
9.5.6 行业发展目标
9.6 福建
9.6.1 2014年行业产值分析
9.6.2 2015年行业动态
9.6.3 行业转型升级方案
9.6.4 产业SWOT分析
9.6.5 产业发展措施
9.6.6 产业发展任务
9.6.7 工业发展思路
9.7 山东
9.7.1 产业发展现状
9.7.2 产业主要问题
9.7.3 行业保障措施
9.7.4 行业发展趋势
9.7.5 行业发展目标
9.7.6 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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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重庆
9.8.1 行业逆势增长
9.8.2 行业发展成效
9.8.3 产业发展目标
9.9 上海
9.9.1 行业运行状况
9.9.2 行业运行特点
9.9.3 市场出口现状
9.9.4 行业突出问题
第十章 2014-2016年中国船舶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10.1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总量分析
10.1.1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分析
10.1.2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分析
10.1.3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贸易现状分析
10.1.4 2014-2016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贸易顺逆差分析
10.2 2014-2016年主要贸易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分析
10.2.1 2014-2016年主要贸易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市场分析
10.2.2 2014-2016年主要贸易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市场分析
10.3 2014-2016年主要省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分析
10.3.1 2014-2016年主要省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市场分析
10.3.2 2014-2016年主要省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市场分析
第十一章 2014-2016年中国船舶配套行业发展分析
11.1 2014-2016年全球船舶配套行业发展分析
11.1.1 国际船舶配套业运行特征
11.1.2 国际船舶配套业技术水平
11.1.3 欧洲船配套产业竞争力分析
11.1.4 日本船配套产业竞争力分析
11.1.5 韩国船配套产业竞争力分析
11.2 2014-2016年中国船舶配套行业发展分析
11.2.1 中国船舶配套业发展规模
11.2.2 中国船舶配套业区域布局
11.2.3 中国船配设备进出口规模
11.2.4 国内船舶配套市场竞争格局
11.2.5 船舶配套产业转型升级提速
11.2.6 中国船舶配套业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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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014-2016年中国船舶配套产业园区发展分析
11.3.1 船配产业园投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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