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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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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

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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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动船舶分为纯电动船舶、柴电混合动力船舶以及燃料电池船舶。就技术发展而言，燃料电

池技术发展成熟度较低，目前已有船舶主要以实船试验为主，没有商业化运营案例。从纯电

动船舶和柴电混合动力船舶来看，根据统计，目前全球电动船舶柴电混合动力船舶为主，占

总装船量的80%以上，纯电动船舶占比较低。 

动力电池技术及成本是制约电动船舶大规模应用的主要障碍。近年来，得益于相关技术的快

速发展，以及电池价格的下降，加上环保要求的提高，电动船舶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 

从目前市场来看，电动船舶的运营和建造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市场。由于欧洲在环保意识、

法规以及技术方面走在前列，因此是电动船舶的主要运营和建造市场。从运营市场上看，挪

威船东Fjord1、Norled、Torghatten Nord等市场占有率最高，其中Fjord1市场占有率最高，已

经建造和计划建造的电动船舶27艘，占比20%以上。从建造市场上看，挪威Havyard Leirvik船

厂，土耳其Tersan、Cemre船厂，其中Havyard Leirvik建造量最大，市场份额达到13%。 

目前来看，电动船舶应用领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沿江沿海城市渡船、观光船。目前

，我国渡船保有量较大，仅上海、广州两大城市的内河客轮都超过100艘，部分渡船年限较长

，随着内河船淘汰更新，其有可能选用电动船舶替代。二是内河货船。长江、珠江是我国交

通最为繁忙的两大水系，内河货船数量保有量超过10万艘，部分船龄较大，即将进入更新换

代周期。在新环保法规的影响下，部分船舶有更新为电动船舶的需求。三是港口拖船市场。

我国拥有世界最为繁忙的港口，港作拖轮保有量超过300艘，而拖轮的多变工况较为适合电动

船舶的应用。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电动船舶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告》报告中

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

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

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第一章 我国电动船舶概述 

第一节 行业定义 

第二节 行业特点和用途 

第二章 国外电动船舶市场发展概况 

第一节 全球电动船舶市场分析 



第二节 亚洲地区主要国家市场概况 

第三节 欧洲地区主要国家市场概况 

第四节 美洲地区主要国家市场概况 

第五节 国外主要电动船舶厂商分析 

一、建造商&mdash;Havyard Leirvik 

二、运营商&mdash;挪威Fjord1 

三、电池厂商&mdash;加拿大Corvus Energy 

第三章 2022年我国电动船舶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第二节 行业相关政策、标准 

第四章 我国电动船舶技术发展分析 

第一节 当前我国电动船舶技术发展现况分析 

第二节 我国电动船舶技术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 中、外电动船舶技术差距及其主要因素分析 

第四节 未来提高我国电动船舶技术的策略 

第五章 电动船舶市场特性分析 

第一节 电动船舶市场集中度分析及预测 

第二节 电动船舶SWOT分析及预测 

一、优势电动船舶 

二、劣势电动船舶 

三、机会电动船舶 

四、风险电动船舶 

第三节 电动船舶进入退出状况分析及预测 

第六章 我国电动船舶发展现状 

第一节 我国电动船舶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第二节 我国电动船舶产量分析 

第三节 我国电动船舶市场需求分析 

一、2019-2022年我国电动船舶需求量 



二、主要应用领域情况 

第四节 我国电动船舶价格趋势分析 

一、2019-2022年电动船舶价格分析 

二、影响电动船舶价格的因素 

三、未来几年电动船舶市场价格预测 

第七章 我国电动船舶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动船舶建造商发展现状 

第二节 中国电动船舶运营商发展现状 

第三节 中国电动船舶电池厂商发展现状 

第八章 2017-2022年我国电动船舶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2022年电动船舶进、出口特点 

第二节 2017-2022年电动船舶进口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电动船舶出口分析 

第四节 2024-2030年电动船舶进、出口预测 

第九章 2019-2022年主要电动船舶企业及竞争格局（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结构 

三、2019-2022年电动船舶相关产品研究 

四、发展战略 

第二节 上海瑞华(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结构 

三、2019-2022年电动船舶相关产品研究 

四、发展战略 

第三节 长江船舶设计院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结构 

三、2019-2022年电动船舶产品研究 



四、发展战略 

第四节 上海复兴船务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结构 

三、2019-2022年电动船舶相关产品研究 

四、发展战略 

第五节 宁德时代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结构 

三、2019-2022年电动船舶相关产品研究 

四、发展战略 

第十章 2024-2030年电动船舶投资建议 

第一节 电动船舶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电动船舶投资进入壁垒分析 

一、经济规模、必要资本量 

二、准入政策、法规 

三、技术壁垒 

第三节 电动船舶投资建议 

第十一章 2024-2030年我国电动船舶未来发展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未来电动船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电动船舶行业发展分析 

二、未来电动船舶行业技术开发方向 

第二节 电动船舶行业相关趋势预测 

一、城市渡船预测 

二、内河货船预测 

三、港口拖船预测 

第十二章 2024-2030年业内专家对我国电动船舶投资的建议及观点 

第一节 投资机遇电动船舶 

第二节 投资风险电动船舶 



一、政策风险 

二、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其他风险 

第三节 行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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