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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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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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造船工业概况
船舶是各种船只的总称，指能够航行或停泊于水域进行运输或作业的交通工具，分为军用船
舶和民用船舶两大类。船舶制造工业即造船业，是现代综合性产业。经过政策的引导支持和
行业的长期发展，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造船科研、设计、生产能力。
我国造船工业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3年7月
《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
明确了2013-2015年船舶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快科技创新，实施创新
驱动。开展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关键技术攻关,培育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二是提高关键配套
设备和材料制造水平。重点依托国内市场需求推进关键船舶配套设施建设。
2015年5月
《中国制造2025》
把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作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要求强化船舶等装备制造业和大
型成套设备出口的综合竞争优势。
2017年1月
《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
建成规模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结构优化的船舶工业体系，力争步入世界造
船强国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先进国家行列。
2017年11月
《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
调整优化民用船舶产业结构，发展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
战略，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及其他高技术成套装备出口。
2018年12月
《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
经过三年努力，形成我国智能船舶发展项层规划,初步建立智能船舶规范标准体系，突破航
行态势智能感知、自动靠离泊等核心技术，完成相关重点智能设备系统研制，实现远程遥控
、自主航行等功能的典型场景试点示范，扩大典型智能船舶“一个平台+N个智能应用"的示范
推广,初步形成智能船舶虚实结合、岸海-
体的综合测试与验证能力,保持我国智能船舶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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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0版》
到2021年，初步建立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标准体系，制定30项以上船舶智能制造急需标准
，基本覆盖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船厂应用等领域，与国际先进造船国家水平差距明显缩小
。到2025年，建立较为完普的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标准体系，全面覆盖基础共性、关键技
术和船厂应用等领域，基本达到国际先进造船国家同等水平。
2021年2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打造绿色物流,积极调整运输结构,推进铁水、公铁、公水等多式联运。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
具,淘汰更新或改造老旧车船,加大推广绿色船舶示范应用力度,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二、造船工业现状
1.造船完工量
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造船完工量呈现震荡走势。2020年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853万载
重吨，较上年同比增长4.9%；2021年我国船舶工业持续深化结构调整，实现了“十四五”良
好开局，全年造船完工量3970万载重量，同比增长3.0%。2022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18
50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1.6%。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船舶类型看，我国主要以制造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以及气体船为主，其中散货船以及
油船完工量占比大，2022年H1分别占比56.4%、22.1%，两者合计占比超过70%。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新承接船舶订单量
在新承接船舶订单方面，2014年-2022年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波动较为明显。2014年新承
接船舶订单量接近6000万载重吨，2016年下降至2000万载重吨左右，2017年以后新承接船
舶订单量又逐渐回升，2021年达6707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31.8%，2022年上半年累计新承
接船舶订单量为2246万吨，增速为-40%。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船舶类型看，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量中散货船占比最大，2022年H1为41.9%，其次是集
装箱船，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占比达到33.6%。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3.手持船舶订单量
在手持船舶订单量方面，2014-2017年我国造船手持订单量持续下滑，由14890万载重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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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8723万载重吨，2018-2020年造船手持订单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其中2020造船手
持订单量达到近年最低值，为7111万载重吨，较上年同比下降12.9%。随着航运市场的复苏
以及中国造船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造船手持订单量回升，2021年造船手持订单量为9
584万载重吨，较上年同比增长34.8%；2022年H1我国造船手持订单量为10274万吨，同比
增长18.6%。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船舶工业竞争情况
截止至2022年7月，我国船舶制造企业数量超7万家，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
，三个地区船舶制造企业数量分别占比25.60%、10.46%、9.11%。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竞争来看，近年来我国船舶制造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持续提高，2020年造船完工量前10家
企业占全国总量的70.6%，新接船舶订单前10家企业占全国总量的74.2%。基于更为广泛的
业务布局，订单向优势企业集中趋势明显，行业集中度有望不断提升。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我国船舶制造代表企业业务布局
企业名称
业务布局
营收（万元）
中国重工
海洋防务及海洋开发装备
802549.64
海洋运输装备
1170980.26
深海装备及舰船修理改装
361239.51
舰船配套及机电装备
665376.25
中国船舶
船舶造修
43200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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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
392374.44
动力装备
561345.42
机电设备
307549.95
中船防务
造船产品
945943.44
海工产品
29232.96
钢结构工程
162293.68
船舶修理及改装
44924.47
机电产品及其他
15808.83
中船科技
船舶配件
6701.78
江龙船艇
公务执法船艇
25349.89
旅游休闲船艇
20321.66
特种作业船艇
14387.53
中国动力
海工平台及船用机械
423397.53
天海防务
船海工程技术服务
4583.44
船海工程EPC
332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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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装备及产品
6813.03
亚星锚链
系泊链
19201.51
船用链及附件
88318.23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zl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2022-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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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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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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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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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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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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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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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造船工业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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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2-2029年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一章 造船工业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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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造船工业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造船工业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造船工业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造船工业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造船工业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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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造船工业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造船工业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造船工业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造船工业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造船工业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造船工业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造船工业行业风险分析
一、造船工业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造船工业行业技术风险
三、造船工业行业竞争风险
四、造船工业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造船工业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造船工业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造船工业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造船工业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造船工业行业产品策略
二、造船工业行业定价策略
三、造船工业行业渠道策略
四、造船工业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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