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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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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船舶工

业正在加速向劳动力、资本丰富和工业基础雄厚的区域转移。  

      中国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3大主流船型整体经济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

势，已经具备了3大主流船型的自主开发能力，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船型。手持

订单中散货船市场占有率达到国际市场的46％，居世界第一位。油船和集装箱船的市场占有

率分别达到国际市场的27％和20％，均居世界第二位。除豪华邮轮外，我国已经能够建造大

型天然气船、大型客滚船、大型挖泥船、万箱级集装箱船等在内的各种高技术船舶。

      2018年以前，是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抓住机遇，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

，及时承接国外产业转移，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船舶工业快速发展，力争到2015年使我国

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造船大国和强国。

      《2016-2022年中国船舶制造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

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

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

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

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船舶制造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船舶制造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船舶制造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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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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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南通船舶制造业规模和技术有新发展

9.4　浙江省

9.4.1　浙江船舶制造业经济运行状况

9.4.2　台州造船业将在危机中整合升级

9.4.3　舟山将推进船舶产业结构调整



9.4.4　宁波船舶出口大幅攀升的原因探析

9.4.5　浙江造船业布局规划

9.5　安徽

9.5.1　安徽省加快建设全国内河船舶制造基地

9.5.2　合肥船舶工业实现零的突破

9.5.3　巢湖领跑我国内河船舶制造业

9.6　广东

9.6.1　广东船舶工业在危机中重新布局

9.6.2　民营资本成广东船舶制造业主体

9.6.3　广州船舶配套产业逐渐完善

9.6.4　汕头船舶工业发展强劲

9.7　山东

9.7.1　山东船舶制造业实现全面发展

9.7.2　烟台造船业亮点纷呈

9.7.3　威海造船业借助政策渡过难关

9.7.4　青岛船舶工业将走集群化发展道路

9.7.5　山东造船业将在调整中实现振兴

 

第十章　中国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

10.1. 2010-2015年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分析

10.1.1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数量情况

10.1.2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金额分析

10.1.3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来源分析

10.1.4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进口价格分析

10.2 2010-2015年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分析

10.2.1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数量情况

10.2.2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金额分析

10.2.3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流向分析

10.2.4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出口价格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船舶制造业重点企业竞争力对比及财务数据分析

11.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1.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1.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1.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1.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2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1.2.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2.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2.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2.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2.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2.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3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1.3.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3.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3.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3.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3.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3.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4　大连船舶重工

11.4.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4.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4.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4.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4.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4.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5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11.5.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5.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5.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5.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5.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5.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6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11.6.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6.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6.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6.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6.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6.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7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11.7.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7.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7.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7.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7.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7.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8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8.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8.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8.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8.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8.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8.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9　江苏新世纪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11.9.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9.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9.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9.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9.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9.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10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11.10.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0.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10.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10.4 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11.10.5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10.6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船舶制造相关行业运行分析

12.1　钢铁业

12.1.1　钢铁行业经济运行状况综述

12.1.2　钢铁行业终结大半年亏损局面

12.1.3　钢铁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12.1.4　船舶工业振兴规划助钢铁业脱离困境

12.1.5　船舶用钢材的七点要求浅析

12.1.6　钢铁与造船业融合发展应成为未来投资方向

12.2　修船业

12.2.1　中国修船业进入繁荣周期

12.2.2　中国修船业发展现状概述

12.2.3　经济寒流来袭修船业逆势上扬

12.2.4　中国修船业成为外资投资热点

12.2.5　修船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障碍

12.2.6　中国修船业发展潜力分析

12.3　船舶配套业

12.3.1　中国船舶配套业的发展现况综述

12.3.2　中国船舶配套业的境外资本入侵现象

12.3.3　中国船舶配套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2.3.4　加快中国船舶配套业发展的建议

12.3.5　危机中船舶配套业凸显无限空间

 

第十三章　中国船舶业的竞争与发展

13.1　世界船舶工业的竞争分析

13.1.1　世界竞争格局及中国的市场地位

13.1.2　世界造船业竞争格局变化及中国战略转型



13.1.3　世界船舶工业中心转移的中日韩竞争分析

13.1.4　世界船舶市场竞争的新焦点

13.2　中国船舶制造业竞争透析

13.2.1　我国船舶制造竞争格局

13.2.2　设计成为中国造船业竞争的软肋

13.2.3　中国船舶工业竞争实力面临重大考验

13.3　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战略

13.3.1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战略建议

13.3.2　提高中国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和思路

13.3.3　中国船舶经济需要破设计之门

 

第十四章　中国船舶制造投资分析

14.1　中国船舶制造投资潜力分析

14.1.1　中国造船业投资评估情况

14.1.2　中国船舶制造成本分析

14.1.3　中国造船业投资发展机遇

14.1.4　船舶工业投资发展将面临的风险

14.2　中国船舶制造投资领域分析

14.2.1　高速客船

14.2.2　集装箱船

14.2.3　散货轮

14.2.4　旅游船

14.3　中国船舶制造业资金

14.3.1　船舶主要融资方式

14.3.2　船舶建造的报价原则

14.3.3　船舶制造企业融资困境

14.3.4　外资开始抢滩中国船舶融资

14.3.5　国内银行发力欲补造船资金缺口

14.4　中国对民营船舶企业经营策略的建议

14.4.1　民营造船企业发展潜力分析

14.4.2　正确的经营策略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14.4.3　深谋远虑的经营策略是企业管理创新的根本



14.4.4　重视产品开发与质量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十五章　2016-2022年中国船舶制造业前景与预测(ZY XH)

15.1　国际船舶制造业前景与趋势

15.1.1　今后几年世界造船业将高速发展

15.1.2　世界造船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15.1.3　世界造船市场发展趋向

15.2　中国船舶制造业前景

15.2.1　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造船业中心

15.2.2　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时间表

15.2.3　未来中国造船业前景展望

15.2.4　2016-2022年中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行业预测分析(ZY XH)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jiaotong/44104396S5.html

http://www.abaogao.com/b/jiaotong/44104396S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