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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船舶制造业市场深度调查及十三五未来前景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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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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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船舶工业是为水上交通、海洋开发和国防建设等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现代综合性产业，
也是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机电、钢铁、化工、航运、海洋资源勘采等上、下游
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对促进劳动力就业、发展出口贸易和保障海防安全意义重大。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和科研体系健全，产业发展基础稳固，拥有适宜造船的漫长海岸
线，发展船舶工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也为船舶工业提
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我国船舶工业有望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2013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共1664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001亿元，同比
下降3.6%。其中，船舶制造企业4071亿元，同比下降6.2%；船舶配套企业932亿元，同比
下降2.1%；船舶修理企业225亿元，同比增长11.4%。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52亿元，同比下降13.1%。其中，船舶制造企业171亿元，同比下降18.3%；船舶配套企业
47.2亿，同比增长7.8%；船舶修理企业4.2亿元，同比增长13.1%。
2014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共1492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626.9亿元，同
比增长10.5%；实现利润总额244亿元，同比增长21.3%。
2015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1441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91亿元，同比增
长5.6%。其中，船舶制造业1229亿元，同比增长8.6%；船舶配套业286亿元，同比增长7.8
%；船舶修理业56.5亿元，同比下降17.3%。2015年1-4月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66.3亿元，同比下降8.4%。其中，船舶制造业41亿元，同比下降9.7%；船舶配套
业11.7亿元，同比增长15%；船舶修理业1.3亿元，同比下降6.8%。
“十二五”期间将是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在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结构、生产
效率和船舶配套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要发展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
程装备，培育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船舶企业，争取在“十二五”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造船
强国。

《2016-2022年中国船舶制造业市场深度调查及十三五未来前景研究报告》由观研天下
（Insight&Info Consulting Ltd）领衔撰写，在周密严谨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国家统
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行业协会，国家信息中心，商务部等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构
、市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因
素等）、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资
或行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
的参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章 2013-2015年国际船舶制造业发展分析
1.1 世界船舶制造业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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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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市场分析
1.2.2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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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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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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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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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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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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3.3.1 2013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3.3.2 2013年经济主要运行特点
3.3.3 2014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3.3.4 2014年经济主要运行特点
3.3.5 2015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3.3.6 2015年经济运行主要特点
3.4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对外贸易状况
3.4.1 2013年外贸状况
3.4.2 2014年外贸状况
3.4.3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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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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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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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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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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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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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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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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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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国际集装箱船市场发展分析
5.2.1 集装箱船订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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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中国集装箱船市场发展分析
5.3.1 小型集装箱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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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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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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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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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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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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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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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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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油轮市场分析
7.1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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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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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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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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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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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球游艇制造业发展分析
8.2.4 2014年全球游艇制造业发展态势
8.2.5 2015年全球游艇制造业发展态势
8.3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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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中国游艇产业发展状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8.3.4 2014年中国游艇产业发展状况
8.3.5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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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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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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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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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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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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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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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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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中国船舶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10.1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总量分析
10.1.1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分析
10.1.2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分析
10.1.3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贸易现状分析
10.1.4 2013-2015年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贸易顺逆差分析
10.2 2013-2015年主要贸易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分析
10.2.1 2013-2015年主要贸易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市场分析
10.2.2 2013-2015年主要贸易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市场分析
10.3 2013-2015年主要省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分析
10.3.1 2013-2015年主要省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市场分析
10.3.2 2013-2015年主要省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市场分析
第十一章 2013-2015年中国船舶配套行业发展分析
11.1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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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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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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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