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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1世纪以来，在以往20年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船舶工业呈现跨越式发展势头，国际地位迅

速提升。我国已经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几乎所有类型船舶，出口船舶中90%以上为自主品牌船

型。 

　　2011年，全国造船完工量7665万载重吨；新承接船舶订单3622万载重吨；截至12月底，手

持船舶订单14991万载重吨。按载重吨计，三大指标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5.1%、52.2%

、43.3%。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7775亿元；完工出口船6255万载重吨，

比2010年增长了18%；完成出口交货值3196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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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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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船舶制造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咨询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船舶制造行业发展环境

，然后对中国船舶制造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船舶制造行业面

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船舶制造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

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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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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2013-2017年中国船舶制造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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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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