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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海洋运输又称&ldquo;国际海洋货物运输&rdquo;，是国际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它是

指使用船舶通过海上航道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一种方式，在国际货物运

输中使用最广泛。

     全球前20大集装箱港口排名，中国港口占据半壁江山。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Top20中，

亚洲港口入围16席，欧洲港口入围3席，北美港口入围1席。亚洲港口中，中国有九大集装箱

港口入围，分别是上海港（第.一）、深圳港（第三）、宁波&mdash;舟山港（第四）、香港

港（第五）、广州港（第七）、青岛港（第八）、天津港（第十）、厦门港（第十四）以及

大连港（第十六）。     2017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TOP20          注释：*由SISI根据各港

口2017年已出数据预测数据来源：各港口港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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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