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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航运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际航运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狭义，航运金融是航运企业、港口、造船厂、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商品及衍生业务

的经销商、金融租赁公司等机构从事融资、保险、资金结算、航运价格衍生产品等。广义，

根据对产业金融的研究，航运金融是指基于&quot;航运资源资本化、航运资产资本化、航运

未来收益及产权资本化&quot;原则，以航运业为平台，航运产业、金融产业、政府等进行融

资、投资、金融服务等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一系列与此相关业务总称，这些业务可以解决航运

资金融通、航运资源整合、航运价值放大。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航运金融业产业深度调研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航运金融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航运金融业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航运金融业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航运金融业市场竞争格

局。随后，报告对中国航运金融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航运金融业

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航运金融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航运金融业

行业，本报告是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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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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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7）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9）企业服务网络分布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1.8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营业务

（3）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4）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7）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9）企业服务网络分布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 航运金融业主要商业银行经营分析

7.2.1 交通银行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营指标

（3）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开展情况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规模

（5）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发展规划

7.2.2 中国银行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营指标

（3）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开展情况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规模

7.2.3 民生银行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营指标

（3）企业贷款业务分析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开展情况

（5）企业航运金融业务规模

（6）企业最新航运金融业务动向

7.2.4 招商银行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营指标

（3）企业贷款业务分析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开展情况

（5）企业航运金融业务规模

（6）企业最新航运金融业务动向

7.2.5 工商银行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营指标

（3）企业贷款业务分析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开展情况

（5）企业航运金融业务规模

（6）企业最新航运金融业务动向

7.3 航运金融业主要保险公司经营分析

7.3.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主要业务分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5）企业航运金融业务规划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2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4）企业航运金融业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4 航运金融业主要船舶租赁公司经营分析

7.4.1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及股东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4.2 浦航租赁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及股东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长期发展规划

7.4.3 北京海建船舶租赁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船舶设备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及股东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8章：中国航运企业投资金融发展趋势与建议

8.1 产融一体化运作模式分析

8.1.1 &ldquo;产业+商业银行&rdquo;模式

8.1.2 &ldquo;产业+保险公司&rdquo;模式

8.1.3 &ldquo;产业+财务公司&rdquo;模式

8.1.4 &ldquo;产业+融资租赁公司&rdquo;模式

8.2 航运企业投资金融的动因分析

8.2.1 满足集团产业的金融服务需要

8.2.2 资金外部循环内部化

8.2.3 提高资本盈利水平

8.2.4 创造协同价值

8.3 航运企业投资金融的现状及风险

8.3.1 产业投资金融的现状

8.3.2 产业投资金融的特点

8.3.3 产业投资金融的主要风险形式

8.3.4 产业投资金融的风险特点

8.4 国外航运企业投资金融的模式借鉴

8.4.1 &ldquo;英美模式&rdquo;分析

（1）英美模式分析

（2）英美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8.4.2 &ldquo;日德模式&rdquo;分析

（1）日德模式分析

（2）日德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8.4.3 两种模式的经验借鉴

8.5 航运企业投资金融的趋势与建议

8.5.1 航运企业投资金融的趋势

8.5.2 航运企业投资金融的建议

 

第9章：互联网下航运金融行业面临的机遇挑战与转型突围策略（ZYYF）

9.1 互联网发展势不可挡

9.1.1 互联网普及应用增长迅猛

9.1.2 移动互联网呈爆发式增长



9.1.3 互联网金融市场蓬勃发展

（1）电子银行交易笔数走势分析

（2）网络保险交易市场规模分析

（3）网络证券交易市场规模分析

（4）网络基金交易市场规模分析

（5）网络借贷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9.2 互联网下航运金融行业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9.2.1 互联网时代航运金融行业的大环境变化

9.2.2 互联网下航运金融行业的发展机遇分析

（1）新型互联网行业金融模式（P2B模式）分析

（2）互联网营销对企业销售成本的影响分析

9.2.3 互联网下航运金融行业面临的挑战分析

（1）线上和线下博弈的问题

（2）传统航运金融企业业务模式变革的问题

（3）传统航运金融企业营销模式变革的问题

9.3 互联网思维下航运金融企业转型突围策略

9.3.1 企业互联网航运金融商业运作模式需要创新

9.3.2 企业如何进行互联网营销推广

9.3.3 企业如何实现数据化运营与管理

9.3.4 传统航运金融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优秀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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