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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造船行业市场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涵盖行业最
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
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
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
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
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286820.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detail/286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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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造船是指建造或制造船只的生产工业，一般是在一种专业设施造船厂里的船台或船坞中进
行。造船本身应用的科技十分广泛，从船身到引擎的使用，造船技术可以分为几大类，包含
船体（或称载台，此部份以基本设计及结构设计为主，依材质可再细分为钢船、铝合金船、
玻璃钢〔FRP〕船、水泥船、木船、皮革船、塑胶管筏等）、舣装（如电子设备、航仪、家
具、主机以外其他设备等）、轮机（船用主机，如蒸气涡轮机、燃气涡轮机、柴油引擎、核
子反应炉等）及电机。

造船工程是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的一种专门职业。建造船只和船只修理是商务和军事的混
合工业，泛指为“海事界”，原始社会初期，原始先民以渔猎和捕捞为生，活动范围仅局限于
离水很近的区域，他们急需一种工具，去猎取更多食物和抵御洪水的危害，后来，古人观落
叶因以为舟，见窾木浮而知为舟，创造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又称为桴、泭。继
编木为筏后，又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了商代，古人不再受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
，而是可以根据材料加工了，这样，木板船就出现了。宋元时期“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
樯看贾船”是宋元时期水上交通与水上贸易繁盛的真实写照，指南针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应用
，无论是内河船还是航海船，都有了一定的制式。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完工量为5431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完工量为1981万载重吨
，占比重33%。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完工量

1-6月世界造船新接订单量,1768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新接订单量1321载重吨，占
比重74.7%，碾压韩国和日本。
2016年1-6月世界造船新接订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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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