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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通过《2015-2020年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装备市场运行状况分析与投资风险研究报告》，生产

企业及投资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 供需、有效客户、潜在

客户等详实信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

和企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海洋工程装备是指用于海洋资源勘探、开采、加工、储运、管理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大型工

程装备和辅助性装备。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高附加值、高风险的特点，是先进制

造、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综合体，产业辐射能力强，对经济带动作用大。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趋匮乏，向海洋进军，已经成为国际性石油巨头的共识和发展重点，这

带动了海洋工程装备业的高速发展。

      在未来的五年中，一个新的装备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将会到来，这些装备和设施将支撑起中

国海洋石油工业和海洋能源工业走到世界前列。

      目前，海工装备制造商分为三大梯队。处于第一梯队的是欧美公司，包括法国Technip、意

大利Saipem、美国McDermott、挪威Aker Solutions等；韩国和新加坡公司处在第二梯队；中国

公司总体处在制造低端产品的第三梯队，以赚取加工费用为主。

      目前，国内已经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海工企业，在一些高技术含量的装备生产技术上取得了

突破，并已在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形成多个海工产业 集群，拥有较为

完备的海工装备配套产业。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外高桥造船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公司、南通中远船务、中集来福士、上 海船厂、招商局工业集团等多家企业共

获得18座（艘）海工装备订单，成交金额近50亿美元（未含海工辅助船和工作船），约占全

球海工装备成交额的10%。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国家将海洋工程列入优先发展的五大高端装备领域之一，预

计&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年均投资额有望超过600亿元。&ldquo;十二

五&rdquo;期 间，将继续开发30多个海洋油田项目，目前全国范围内，规划和在建的海洋工程

装备基地已有20多个，需建造70多座平台，新建和改造10多艘FPSO。 

      我国拥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岛屿有6500多个，海洋资源种类

繁多，海洋生物、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可再生能源、滨海 旅游等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

大。我国海洋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沿海地区政府部门的积

极响应，随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海 洋经济科学发展成为必然。在&quot;十二

五&quot;规划指导下，通过海洋产业的调整、优化、升级和改造，特别是战略性新兴海洋产

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必然会进一步提高，海洋工程产业相关上市公司也



将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船舶工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强调要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除了

到&ldquo;十二五&rdquo;末销售收入要超过2000亿元、国际市场份额超过20%，同时要培育 5

～6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工装备总承包商和一批专业化分包商；技术上，海洋工程装备设计

制造能力也要进入世界前列，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关键系统和设备的配 套率达到30%以上；重

点围绕深水油气田在勘探、开发、生产、服务、储存和运输五个核心环节的装备需求，突破

深水装备关键技术。 

      中国在&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全球的海工装备运营

商也开始认可中国的建造能力，这些都为中国海工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在海工方面的订单主要是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MOU）和OSV

，这两部分的订单在去年占到全球订单的35％，其中绝大部分订单还 是来自于OSV。在海工

建造领域里，OSV属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高附加值的海工建造领域包括半潜式钻井平台

、FPSO、钻井船等，中国目前这方面的订单 较少。

      目前海洋工程装备已被列为新兴产业，未来有望得到国家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包括税收

、金融方面的扶持等。

      分析预计， 海洋工程装备和设施将支撑起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和海洋能源工业走到世界前列

，同时带动国内造船、装备制造、材料、冶金、精密仪器等行业向&ldquo;高精尖&rdquo;发展

，催生一批在全球行业中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中国公司。

      本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出品，报告目录与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原创，报告版权归智

研数据研究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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