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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船舶电子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咨询研究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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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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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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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我国造船工业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对船舶配套设备的需求，包括对船舶电子及导航设
备的需求。目前我国常规船舶国产设备的实际配套率只有30%左右，高新技术船舶国产设备
的实际配套率仅20%左右，特别是作为附加值很高的船舶电子产品本土化率还不到10%，这
与我国造船工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目前每年全球船舶电子设备需求接近30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的造船修船市场可为船舶电子设备提供每年将近百亿元人民币的市场
，但90%被进口产品垄断。从船舶电子产品配套流程来说，一般由船东提出选型要求，船舶
设计单位根据船东要求在设计时加以考虑，提出配套产品厂商表，造船厂在厂商表范围内选
择供货商，进行采购安装。所以配套产品供货商需要船东、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三方协商
确定，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可以对选型提出建议，但主要决定权在船东，船舶设计单位也
往往由船东指定范围，由造船厂从中选择。国内有部分企业通过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利用
他们已形成的品牌效应和服务网络占据市场，逐步把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培育起来，并实现自
己的网络化服务功能。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投入少、见效快、容易入门的方式。

从近十年中国造船业占世界造船市场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上所占
的比重正在明显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而国际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趋
势是中国船舶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中国造船业将对韩、日的领先地位形成有力地的
挑战。但设计能力落后、配套产业发展滞后将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在短期内，国际
及国内水运市场的繁荣为行业增长提供了有力地保障，而油价的持续高位运行以及钢铁等原
材料价格的上涨则构成了行业运营的主要压力。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已经把造船业的巨大机
遇展现在中国企业的面前，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如何规避各种风险，如何把握机遇，
是与企业发展命运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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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全球船舶工业分析
第一章 全球船舶工业现状
第一节 全球船舶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一、2014年全球船舶市场运行数据评论
二、2015年全球船舶市场运行数据评论
三、全球船舶债务融资情况分析
四、欧日韩造船行业结构调整趋势
第二节 全球船舶市场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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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年全球造船市场发展分析
二、2015年全球船舶融资情况
三、2016年全球船舶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七、2017-2022年船舶市场发展态势预测
八、全球船舶涂料市场发展分析
九、亚洲市场将成为全球船舶涂料市场的新亮点
第二章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船舶工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俄罗斯船舶工业发展现状
一、俄罗斯船舶工业发展现状
二、2015年俄罗斯船舶工业产值情况
三、俄罗斯船舶市场机遇分析
四、中国与俄罗斯在船舶领域的合作潜力
五、俄罗斯造船长期规划
六、俄罗斯船舶工业发展前景
第二节 德国造船业分析
一、德国造船业发展概况
二、德国造船业发展策略
三、德国造船业的四个典型发展阶段
四、德国造船业订单被撤销情况
五、德政府支持造船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 韩国船舶工业发展分析
一、2015年韩国船舶工业发展状况
二、金融危机对韩国造船业影响分析
三、韩国船舶工业发展战略与产业转移分析
四、韩造船业向政府求援
五、韩国以日本教训为鉴调整造船业
六、2015年韩国船企业重组整改情况分析
七、2016年韩国船舶出口预测
第四节 日本船舶工业发展分析
一、2015年日本造船业订单分析
二、2016年日三船企业绩预测
第二部分 中国船舶工业分析
第三章 中国船舶工业十三五规划分析
第一节 我国船舶工业十三五规划分析
一、船舶工业十三五规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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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舶工业十三五中融资规定分析
三、造船业十三五方案细则分析
第二节 我国船舶工业十三五规划影响分析
一、十三五规划对国内大型船舶工业企业影响
二、船舶工业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船舶内需影响
三、十三五规划对船舶行业需求影响分析
四、造船业十三五规划对造船业破除困局影响
五、十三五规划对造船业产业升级影响
六、十三五规划对我国船舶工业国际地位影响
第四章 中国船舶工业融资情况
第一节 船舶工业金融政策及策略
一、船舶工业金融政策分析
二、船舶企业境外融资策略与实践
三、2015年船舶金融服务策略分析
四、2015年全球船舶金融风险分析
第二节 银行对船舶工业支持情况
一、2015年银企联手助造船业应对危机策略
二、2015年中国银行支持造船业情况
三、2015年进出口银行支持造船业情况
第五章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4-2015年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一、2014-2015年全国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二、2014-2015年我国船舶工业盈利情况分析
三、2014-2015年我国船舶配套业发展状况
四、2014-2015年中国船舶出口分析
第二节 2014-2015年船舶工业经济运行指标
一、2014年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业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二、2014-2015年船舶产量统计
三、2015年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业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第三节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挑战分析
一、我国造船业发展困境分析
二、2016年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问题分析
三、2016年我国造船业发展挑战分析
四、2016年我国造船业发展风险分析
五、“卖楼花”模式对造船业危害分析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第四节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机遇分析
一、造船行业趋势性反转机会分析
二、2016年我国造船业政策机遇分析
三、2016年我国船舶业发展新机遇分析
四、新形势下我国船舶工业发展机会分析
第六章 欧债危机对船舶工业影响分析
第一节 船舶工业危机及策略分析
一、造船业历次危机回顾
二、日韩造船业历次危机对策分析
第二节 中国船舶定单现状
一、海外撤单对中国造船业影响
二、2015年我国造船业撤单风险分析
三、2015年我国船舶撤单状况
四、2015年我国订单履约率分析
第七章 船舶工业市场运行状况
第一节 我国船舶工业市场分析
一、2014年我国船舶工业市场发展状况
二、2015年中国船企转型 接单海工产品
三、2015年我国造船业发展情况
四、2015年我国船舶工业市场发展状况
五、201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分析
六、2015年我国造船市场供求关系现状
七、2015年我国船舶卖方市场现状分析
第二节 船舶用钢材市场运行分析
一、船用钢材市场发展现状
二、国内钢铁业与造船业战略联盟情况
三、船舶工业振兴规划对船用钢材市场影响
四、我国钢材市场现状分析
五、2015年船用钢材市场回顾及2016年需求展望
六、2015年我国船用钢市场需求形势分析
七、2015年我国钢材市场需求形势分析
八、2016年国内钢材市场供需平衡的矛盾和问题
九、2016年我国钢铁业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十、2016年钢材市场发展态势预测
第三节 2015年各类型船进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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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巡航船、游船、渡船等客运货运船进出口统计
二、捕鱼船进出口统计
三、娱乐或运动用船进进出口统计
四、拖轮及顶推船进出口统计
五、不以航行为目的的船进出口统计
六、其他船舶进出口统计
七、其他浮动结构体进出口统计
八、供拆卸的船舶及其他浮动结构体进出口统计
第八章 中国船舶产业群分析
第一节 中国船舶产业集群化发展分析
一、中国船舶产业集群现状
二、船舶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三、环渤海湾、长江口、珠江口成为世界级造船基地
第二节 基于造船供应链的船舶产业集群战略
一．船舶产业集群特点
二．构建船舶产业集群的意义
三．造船供应链
四．船舶产业集群的构建
五．政策建议
第三节 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分析
一、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二、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三、海关服务助上海造船业创新战略
四、江苏省造船业总量全国第一
五、江苏船舶工业错位竞争力分析
六、2015年浙江省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七、金融危机下浙江民营造船业发展状况
八、台州造船业竞争状况
九、靖江实施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第四节 珠三角地区船舶产业集群分析
一、珠三角地区船舶产业现状
二、珠三角造船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三、珠三角游艇产业蓄势待发
四、广州造船业发展现状分析
四、广州开建全国最大船用柴油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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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渤海湾地区船舶产业集群分析
一、打造渤海湾地区重要枢纽港
二、2015年河北造船业发展状况
三、大连造船业发展状况
四、青岛船舶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五、山东省加快振兴船舶业
第三部分 船舶工业竞争及企业分析
第九章 船舶工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国际船舶工业竞争分析
一、中国船舶企业折旧状况国际比较
二、中国振兴规划对造船业国际综合竞争力影响
三、我国船舶业有望成最具国际竞争力产业之一
四、我国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分析
第二节 船舶工业竞争分析
一、2015年我国船舶工业新格局分析
二、2015年珠三角造船企业竞争分析
三、2015年国内造船业整合重组分析
四、金融危机对造船业竞争影响
五、中日韩造船业竞争力差异
六、中国造船业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
七、2015年船舶业马太效应分析
第十章 船舶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4-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4-2015年公司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6年公司发展策略分析
第二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4-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6年公司发展目标分析
第三节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5年公司发展策略分析
三、2016年公司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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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分析
三、2015年公司经营情况
第五节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5年公司财务状况
三、2015年公司经营业绩分析
四、2015年公司动向分析
第六节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数字化造船目标分析
三、2016年公司发展策略分析
第七节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分析
三、2015年渤船重工造船不减速
第八节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质量体系
三、2015年公司建设巨型船坞码头情况
第十节 江苏新世纪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公司发展分析
第十节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公司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5年公司财务分析
第十一节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品牌战略分析
三、2015年公司动向分析
第四部分 船舶工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十一章 船舶工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7-2022年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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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年我国造船订单预测
二、2016年我国船舶工业利润增长预测
三、2016年我国船舶工业产能预测
四、2016年我国船舶工业发展趋势
五、2016年中国占有世界造船市场份额预测
六、2017-2022年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展望
第二节 2017-2022年国际船舶工业发展展望
一、2016年全球船配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6年世界船舶载重量预测
三、2016年散货船建造市场发展预测
四、2016年灵便型船供需预测
五、2016年造船订单预测
六、2017-2022年世界船舶需求量预计
第五部分 船舶电子产业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船舶电子产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船舶电子产业发展分析
一、船舶配套电子产品
二、船舶电子及导航设备产业发展分析
三、我国船舶电子及导航设备的发展现状和市场机遇
四、中国船舶电子产业现状
第二节 中国船舶工业信息化发展分析
一、船舶信息化市场潜力分析
二、船舶信息化重点分析
三、我国船舶行业信息化发展历程
四、船舶行业振兴对信息化需求分析
五、中国船舶行业信息化健康状况解析
六、中国主要造船企业信息化健康程度
七、现代船舶信息技术的趋势及作用
八、造船企业信息化难点分析
九、数字化造船技术水平现状
十、中日韩三国先进船厂数字化应用状况分析
第三节 中国船舶电子产品销售平台分析
一、2015年船舶行业电子商务网发展分析
二、船舶电子大世界发展现状及策略
第十三章 船舶导航设备及水上通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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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船舶导航系统概况
一、全球船舶定位导航系统
二、北斗船舶定位导航发展现状
第二节 中国船舶导航设备应用情况
一、GPS在港口船舶进出港导航应用分析
二、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应用状况
三、运河船舶启用GPS系统情况
第三节 我国水上通信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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