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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水路运输产业运营现状及十三五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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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yun/248827248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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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路运输是以船舶为主要运输工具、以港口或港站为运输基地、以水域包括海洋、河li
u和湖泊为运输活动范围的一种运输方式。水运至今仍是世界许多国家zui重要的运输方式之
一。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水路运输产业运营现状及十三五投资前景预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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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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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水路运输相关概述
1.1 水路运输简介
1.1.1 水路运输的定义
1.1.2 水运的主要优缺点
1.1.3 水运分类
1.1.4 水运的形式
1.1.5 水运设施
1.2 不同种类水运形式介绍
1.2.1 海洋运输的定义与分类
1.2.2 内河运输相关简介
1.2.3 集装箱运输相关简介
1.3 港口基本概述
1.3.1 港口的定义
1.3.2 港口的分类
1.3.3 港口的组成
1.3.4 港口其他相关介绍
第二章 2015年国际水运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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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界水运业的发展状况
2.1.1 全球航运发展呈现四大新趋势
2.1.2 世界主要国际航运中心的比较评析
2.1.3 非洲局势对全球航运业的影响
2.1.4 全球航运业面临“劳工短缺”
2.1.5 低碳经济或将成为全球航运市场的新增长点
2.2 2009-2015年全球航运业分析
2.2.1 2013年全球航运市场分析
2.2.2 2014年全球航运市场分析
2.2.3 2015年世界航运业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
2.3 世界部分地区和国家水路运输发展分析
2.3.1 西非
2.3.2 日本
2.3.3 俄罗斯
2.3.4 印度
2.3.5 巴西
2.3.6 越南
第三章 2015年中国水运业分析
3.1 中国水运业发展综述
3.1.1 水运在国民经济和国际海运的地位显著提升
3.1.2 中国水路运输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3.1.3 中国水路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3.1.4 中国水运设施建设取得瞩目成就
3.1.5 “十二五”期间我国水运行业发展成效突出
3.1.6 我国水运市场进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3.2 2008-2015年水运业发展状况
3.2.1 2012年中国水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3.2.2 2012年水路运输行业主要数据分析
3.2.3 2013年中国水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3.2.4 2014年中国水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3.2.5 2015年我国水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3.3 中国水运工程技术发展解析
3.3.1 深水专业码头建设成套技术初步形成
3.3.2 航道整治技术日趋成熟
3.3.3 试验模拟技术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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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我国水运工程技术创新分析
3.3.5 我国水运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
3.4 中国水路运输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3.4.1 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对水运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3.4.2 中小航运企业rong资难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3.4.3 水运行业节能工作面临的难点和对策
3.4.4 水运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针
3.4.5 努力完善我国水运市场监管体系
第四章 海洋运输业
4.1 2013年-2015年一季度世界海运业发展状况
4.1.1 2013年国际海运市场概况
4.1.2 2014年国际海运市场发展分析
4.1.3 2014年全球海运业全面复苏
4.1.4 2015年一季度国际海运市场发展态势
4.2 2015年世界主要国家海运业的发展
4.2.1 美国
4.2.2 俄罗斯
4.2.3 新加坡
4.2.4 韩国
4.3 中国海运业发展概况
4.3.1 中国海运事业已取得巨大成就
4.3.2 2014年中国海运市场发展回顾
4.3.3 2014年我国海运市场价格走势
4.3.4 2014年我国海运市场运行状况
4.3.5 2015年中国海运业发展概况
4.4 中国海运业发展对策及前景
4.4.1 中国完善海运业发展的措施
4.4.2 推动海运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4.4.3 2016-2022年中国海运行业预测分析
第五章 内河运输业
5.1 欧美国家内河运输的发展
5.1.1 欧美各国内河航运发展的经验
5.1.2 德国内河航运增长迅猛
5.1.3 欧洲内河运输的发展趋势
5.1.4 美国内河水运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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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内河水运建设概况
5.2.1 “十二五”中国内河水运建设成就
5.2.2 中国内河水运高级航道发展状况良好
5.2.3 中国制定内河水运发展国家战略
5.2.4 交通部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实施意见解读
5.2.5 交通、水利部合作推动我国内河水运基础设施建设
5.3 长江水运
5.3.1 长江航运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5.3.2 改革开放30年长江航运发展成就
5.3.3 我国加大投资提升长江水运潜力
5.3.4 国家战略助推长江水运业发展
5.3.5 长江liu域内河水运经济蓬勃发展
5.3.6 交通运输部联合七省二市推进长江水运发展
5.3.7 长江水运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5.4 珠江水运
5.4.1 2015年珠江水运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5.4.2 2015年珠江水运经济运行分析
5.4.3 十二五期间珠江水运投资将大幅增加
5.4.4 “十三五”珠江水运发展方向解析
5.4.5 珠江水运发展存在制约瓶颈
5.4.6 黔桂两省区联手促进珠江上游水运发展
5.4.7 珠江航运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与具体措施
5.5 京杭运河水运
5.5.1 京杭运河航运发展历程
5.5.2 “十三五”国家重点实施京杭运河扩能改造
5.5.3 京杭运河三级航道整治工程即将开工
5.5.4 京杭运河航运存在的主要问题
5.5.5 京杭运河未来五年迎来新生
5.6 黑龙江水系水运
5.6.1 黑龙江水系主要航道
5.6.2 黑龙江水系航运发展概况
5.6.3 第二松花江航运发展综述
5.6.4 促进发展黑龙江水运的对策建议
5.6.5 黑龙江省规划黄金水运格局
5.7 中国内河水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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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内河航运发展面临的挑战
5.7.2 我国内河航运发展的对策
5.7.3 推动我国内河水运发展的建议
5.7.4 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内河运输发展中的体现
第六章 集装箱水运
6.1 国际集装箱水运发展分析
6.1.1 2014年集装箱水运形势回顾
6.1.2 2012年金融风暴引发集装箱运输市场震荡
6.1.3 2013年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低迷不振
6.1.4 2014年国际集装箱运输形势
6.1.5 2015年世界集装箱运量趋势分析
6.2 中国集装箱水运发展状况
6.2.1 我国集装箱运输业的发展环境分析
6.2.2 我国集装箱航运发展迅猛
6.2.3 我国集装箱水运业发展现状
6.2.4 2015年1-9月份主要集装箱港口数据统计
6.2.5 日本地震对我国集装箱运输业影响分析
6.2.6 我国水路集装箱运输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
6.2.7 我国集装箱水运管理政策
6.2.8 集装箱运输引领水运业复苏
6.3 部分地区水路集装箱运输的发展
6.3.1 湖南水路集装箱运输迅速发展
6.3.2 厦门发力内贸集装箱水运
6.3.3 川渝地区集装箱水运发展综述
6.3.4 大力发展重庆内陆港口集装箱运输
6.4 解析中国内河集装箱运输区域空间演变趋势
6.4.1 内河集装箱运输的现实意义
6.4.2 长江集装箱运输的区域空间形态
6.4.3 内河集装箱运输区域空间形态的演变趋势
6.4.4 内河集装箱运输发展的区域空间效应
6.5 水路集装箱运输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6.5.1 小长三角内河集装箱运输市场主体亟待裂变
6.5.2 水路内贸集装箱运输超载问题及治理措施
6.5.3 我国集装箱航运发展策略分析
第七章 主要水运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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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干散货水运
7.1.1 世界干散货航运市场运行概况
7.1.2 干散货海运市场低迷
7.1.3 珠海干散货码头建设获信贷支持
7.1.4 干散货航运市场将在调整中复苏
7.1.5 日本地震影响干散货运输市场后市发展
7.2 油轮运输
7.2.1 中国石油运输以海运为主
7.2.2 政府鼓励本土企业发展远洋原油运输业
7.2.3 石油大泄漏对原油运输行业影响分析
7.2.4 海盗阻塞国际油运生命线
7.2.5 中国油轮运输业发展前景分析
7.2.6 2015年国际油运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7.3 液化石油气运输
7.3.1 2013年国内液化气水运市场状况
7.3.2 2014年国内液化气水运市场状况
7.3.3 2015年液化气水运市场发展状况
7.3.4 液化气水运市场发展存在的障碍
7.3.5 液化气船运面临供过于求问题
第八章 浙江水运业
8.1 浙江省水运业发展概况
8.1.1 浙江省水运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8.1.2 水运成浙江经济发展重要支柱
8.1.3 浙江水运项目建设情况
8.1.4 2014年浙江水运运力增势迅猛
8.1.5 2015年浙江省水运运力持续增长
8.1.6 浙江建设绿se内河水运体系
8.2 江海联运在浙江水运发展中的定位
8.2.1 江海联运的发展概述
8.2.2 浙江省江海联运发展的影响因素
8.2.3 浙江省发展江海联运的前景
8.3 浙江省主要区域水运业发展分析
8.3.1 宁波水运业逐步发展壮大
8.3.2 嘉兴何家桥线航道改造工程启动
8.3.3 浙江省北仑水运业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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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浙江绍兴迈入水运新时代
8.3.5 浙江杭州水运强势崛起
8.3.6 “世博经济”带动浙江海宁水运业发展
8.4 浙江水运业发展对策及规划
8.4.1 加快浙江海运发展的建议
8.4.2 浙江水运业现代物liu发展对策
8.4.3 浙江水运业发展注重生态环保
8.4.4 浙江省水运业发展目标
第九章 江苏省水运业
9.1 江苏省水运业发展概况
9.1.1 江苏省水运业发展回顾
9.1.2 发展江苏水运的优势与作用
9.1.3 “十三五”江苏省水运业发展全面提速
9.1.4 江苏省内建成中国zui大水运工程
9.1.5 “十三五”高等级航道助推江苏水运科学发展
9.1.6 长江江苏段水运实现全程监控一体化
9.2 江苏南京市水运业发展综述
9.2.1 南京水运业发展状况
9.2.2 南京水运的优势
9.2.3 南京市水运业发展机遇分析
9.3 江苏水运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9.3.1 江苏水运业发展面临的瓶颈
9.3.2 南京水运发展的制约因素
9.3.3 加快发展南京水运的对策
9.3.4 南京水运业可持续发展策略探讨
9.4 江苏水运业发展前景分析
9.4.1 “十三五”江苏水运业将迎来新一轮黄金期
9.4.2 “十三五”江苏省将全力推进水运业发展
9.4.3 南京水运的发展前景与规划
9.4.4 2020年前南京将投230多亿发展水运
第十章 湖北省水运业
10.1 湖北省水运业发展概述
10.1.1 湖北水运行业发展回顾
10.1.2 2013年湖北水运业发展势头强劲
10.1.3 “十三五”湖北省水路运输行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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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2015年湖北加快发展水运行业
10.2 湖北荆州水运发展概况
10.2.1 荆州水运业“十三五”发展目标顺利完成
10.2.2 荆州市大力发展水运行业
10.2.3 2015年荆州水运业迎来发展机遇
10.3 湖北省水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10.3.1 湖北省水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0.3.2 湖北水运业发展的战略探讨
10.3.3 振兴湖北水运的七大建议
10.3.4 湖北水运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10.4 湖北水运业发展前景分析
10.4.1 湖北水运发展面临的机遇
10.4.2 “十三五”湖北将向“水运强省”迈进
10.4.3 “十三五”湖北水运业发展展望
10.4.4 “十三五”湖北水运业投资将达四百亿
第十一章 其他省市水运业
11.1 四川省
11.1.1 四川水运发展的战略地位
11.1.2 四川省水运发展思路
11.1.3 “十三五”四川省水运业稳步发展
11.1.4 “十三五”四川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概况
11.1.5 2015年四川水运业发展聚集
11.1.6 “十三五”四川省将加大水运建设投资
1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2.1 广西水运业发展回顾
11.2.2 广西水运行业快速发展
11.2.3 2014年广西水运行业运行状况
11.2.4 “十三五”广西水运业将迎来更大发展
11.3 甘肃省
11.3.1 “十三五”甘肃省水路交通发展概况
11.3.2 2015年1-9月甘肃水运业发展概况
11.3.3 甘肃水路运输生产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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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中国公路运输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3.2.5 “十三五”我国将继续加快发展公路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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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企业概况
16.7.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16.7.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6.7.4 企业偿zhai能力分析
16.7.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6.7.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16.8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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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5-2014年我国铁路旅客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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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6-2014年我国民航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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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十二五”期间定期航班通航点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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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4年正班客座率和正班载运率
图表：2014年航班不正常原因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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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6-2014年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额
图表：港口码头年集装箱堆场容量和地面箱位数
图表：1996-2014年世界新船订单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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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8-2014年主要造船指标比较
图表：2014年全年月底世界成交量及船型演变
图表：2014年前十大船东订造情况及订造占比
图表：2014年资源企业订造散货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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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zhai情况图
图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zhai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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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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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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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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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负zhai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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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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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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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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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6-2022年中国水运行业货运周转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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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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降低企事业单位决策风险。（GY K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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