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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快速发展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

随着国内外海洋装备需求的增长，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抓住市场高峰期的战略机遇，承

接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订单，实现了快速发展，能力也明显提升。特别是近几年，我国

先后自主设计建造了国内水深最大的近海导管架固定式平台，国内最大、设计最先进的30吨

浮式生产储油轮装置FPSO，当代先进自升式钻井平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3000米深水半潜

式平台等一批先进的海洋工程装备。  

      前海洋油气开发（特别是深水和超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已经成为世界油气开采的重点

领域，海洋石油开发推动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发展。在一个供大于求的需求经济时代，企业成

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时就牢牢的锁定并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

往往都会倾尽毕生的精力及资源搜寻产业的当前需求、潜在需求以及新的需求！随着海洋工

程装备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大型海工装备企业间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趋频繁，国内优秀

的海工装备生产企业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企业发展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

变化的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一大批国内优秀的海工装备品牌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海工装

备行业中的翘楚！

      &ldquo;未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增长速度仍将高于海洋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海

洋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10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到2030年，我国海洋船舶制造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4.5%；远洋渔业产量将达到215万吨，总产值为269亿元。&rdquo;5月20

日，我国首部海洋经济发展报告《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

布，并作出上述预测。

      21世纪前10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6.7%，总体进入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阶

段。未来20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仍将处于成长期，其中，在2015~2030年间，将由不成熟逐

步走向成熟，增长方式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海洋资源利用率将大幅提高。《报告》预

测，我国海洋经济将保持年均增长8%左右的发展势头，到2020年，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将

超过12%，到2030年将超过15%。2030年后，我国海洋经济将进入成熟期。

      报告资料显示近10年来，海洋新兴产业整体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8%，成为海洋经济中增速

最快的产业。未来，其将继续引领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报告》提出，在发展海工装备制造

业方面，将重点突破海洋深水油气钻探、生产作业装备和海工辅助船的设计制造核心技术，

重点发展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半潜式生产平台、浮式生产储卸装置、水下采油树等海

工装备。到2015年，国内相关企业要具备深水海洋工程装备设计能力，海工装备设计制造能

力进入世界前列；到2020年，海工装备制造业要为实现深水油气开发从300米到3000米的跨越



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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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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