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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引言

       2008年，面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船舶市场的复杂变化，以及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急剧

波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各种严峻挑战，船舶工业积极应对，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主要

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2008年，全国造船完工量288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2.2%，占世界市场份额由2007年

的22.9%提高到29.5%，新接订单和手持船舶订单分别为5818万载重吨和20460万载重吨，占世

界市场的37.7%和35.5%。

       2008年1-12月船舶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2122亿元，同比增长56.1%。出口船舶完工

量2107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1%，占全部造船完工量的73.1%。据海关统计，全年船舶出口金

额195.7亿美元，同比增长59.9%。

       尽管我国船舶工业发展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显现，船舶融资

出现困难，新船订单大幅下滑，履约交船风险加大，船舶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不断增多

，未来2-3年船舶工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造船行业的需求极为疲软。09年1月份，全球新船成交仅38.75万载重吨，同比下

降97.7％，继续处于停滞状态。散货船连续2个月没有新船订单，集装箱船连续3个月成交空白

。

       《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加快建立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扩大出口船舶买方信贷规模

、购买弃船可享内销远洋船政策、船厂流动资金贷款享受利率优惠、&ldquo;弃旧造新&rdquo;

获贴息贷款、&ldquo;资本金注入&rdquo;支持兼并重组等六大政策，以振兴我国的修、造、拆

船业。

       与世界造船强国相比，我国船舶工业存在较大的结构性问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高端产

品比重较低、船舶配套业发展滞后。在此背景下，振兴规划的出台有利于提升船舶产业的整

体素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可以引导船舶企业化解风险同时抓住调整机遇，加快推进自主创

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外，鼓励老旧船舶报废和今后3年暂停新上船坞等措施也有利于缓

解当前造船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有利于我国船舶工业的中长期发展。

       《2009-2010年中国船舶市场研究报告》是本中心船舶课题组2009年一季度主要的科研项目

。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等单位提供的大量资料

，对我国船舶市场的发展现状、进出口、细分市场、区域市场、竞争格局、重点企业、发展

趋势及战略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对我国船舶整体走势预测的基础上，本报告还运用定性、

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船舶制造业整体的格局、现状、未来走势做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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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集体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股份合作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四、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股份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五、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私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六、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七、2007-2009年全国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其它经济类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九节 2007-2008年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全国销售收入前十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07年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全国销售收入前十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08年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全国销售收入前十家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八章 2008－2009年集装箱船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08－2009年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

一、2008年全球首条电子标签集装箱航线诞生

二、2008年集装箱航运业面临巨大挑战

三、2009年集装箱运输市场更加困难

四、2009年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

五、集装箱运价创16年来最低

第二节 2008－2009年中国集装箱船市场分析

一、2008年集装箱船订单急降九成

二、2009年集装箱船订单分析

三、2009年集装箱船闲置速度有所缓解

四、2009年集装箱船舶经营成本预测

五、闲置运力突破80万标箱

六、2010年全球闲置集装箱船将占25%

七、小型集装箱船的&ldquo;大效益&rdquo;分析

第三节 20大集装箱船公司运力扩张情况分析

一、巨型船舶订单井喷

二、承运商巨头们的市场份额分析

三、地中海航运紧逼马士基

四、巨型船舶备受航运巨头们的追捧

五、押宝有风险，建船需谨慎



第四节 超大型集装箱船发展分析

一、全球超大型集装箱船市场分析

二、我国研发成功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

三、2008年超大型集装箱船 &ldquo;新非洲&rdquo;号交付

第五节 新形势下集装箱航运市场分析及应对策略

一、世界集装箱船队分析

二、集装箱航运市场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三、集装箱班轮公司未来的经营策略

第九章 2008－2009年干散货船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08-2009年干散货船市场分析

一、2008年干散货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

二、2008年全球干散货船闲置率分析

三、2008年二手干散货船价格分析

四、2009年小灵干散货船订约率分析

五、船东各出策略应对干散货船租价大跌

六、2010年要交付的散货船将被船东放弃

七、2010-2011年散货船订单分析

第二节 干散货船舶经营现状分析与对策分析

一、干散货船舶经营成效显著

二、干散货船舶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干散货船舶经营的发展对策

第三节 干散货运输发展前景分析

一、散货船市场前景分析

二、干散货海运前景分析

第十章 2008－2009年油轮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08-2009年国际油轮运输市场分析

一、2008年国际油轮市场回顾

二、2009/2010年运输需求预测

三、2009/2010年运力增长预测

第二节 2008-2009年油轮制造业发展分析

一、2008年油轮表现历史最好

二、2008年12底世界油轮订单分析



三、2009年油轮市场发展分析

四、2009年辽河油田万吨油轮下水

五、2009年福建30万吨级油轮下水

六、2008-2010年中远将逐步增加油轮运力

第三节 单壳油轮发展分析

一、单壳油轮淘汰推动油轮走强

二、单壳油轮寿命可能延长

三、2010年俄禁单壳油轮靠港

第四节 油轮市场前景分析

一、未来油轮需求情况预测

二、油轮市场发展风起云涌双壳油船商机无限

第十一章 2008－2009年LNG和LPG船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08-2009年LNG船市场发展分析

一、2008年中国首制LNG船在上海交付

二、2008年第二艘国产LNG船在沪诞生

三、2008年全球LNG船订单10年最少

四、2008年全球LNG船破300艘

五、中国已经掌握先进大型LNG船建造的关键技术

六、金融危机下沪上诞生第三艘最难造巨轮&ldquo;闽榕&rdquo;号

七、2010年全球LNG船增长预测

第二节 2009年LPG船市场发展分析

一、2009年现代重工推出新型LPG船

二、韩国持LPG船订单分析

三、韩日瓜分大型LPG船市场分析

四、LPG船运费分析

第十二章 2008－2009年旅游船市场分析

第一节 全球豪华旅游船市场分析

一、发展现状

二、发展特点

三、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08-2009年我国旅游船制造发展分析

一、青岛游艇业年产值分析



二、2009年厦门成为&ldquo;国字号&rdquo;游艇产业发展基地

三、金融危机下船艇巨头再聚国际游艇展

四、游艇产业蓄势待发

五、深圳出台措施助推邮轮游艇产业发展

六、珠海欲打造成中国游艇产业中心

七、2010年漳州建世界游艇制造基地

八、中国游艇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第十三章 2008-2009年船舶行业重点地区分析

第一节 船舶产业集群现状

一、国际船舶产业集群发展动向

二、中国船舶产业集群现状

三、中国东北环渤海湾世界级船舶产业带已经初步形成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船舶产业分析

一、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分析

二、长三角成为世界船舶制造业投资转移集聚区

第三节 2008-2009年江苏省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江苏造船四项指标第一

二、2008年江苏成为造船第一大省

三、2008年江苏港口进出船舶及船舶载货量分析

四、2008年江苏省造船业独占鳌头

五、2008年江苏通州船舶产业发展分析

六、2008年南通18项措施扶持船舶业发展

七、2009年南通进出境船舶创单月历史新高

八、2009年江苏造船业发展势头看好

九、扬州沿江已成国内重要船舶修造基地之一

第四节 2008-2009年上海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上海打造新船型孵化基地

二、2008年上海造船厂群拒标准造船合同

三、2008年上海海关创新服务支持造船业

四、2009年上海大型造船厂遭遇外商撤单

五、上海长兴岛将建成世界最大造船基地之一

六、2010年上海造船将超千万载重吨



七、上海船舶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节 2008-2009年辽宁省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辽宁船舶工业园首条大吨位船舶开建

二、2008年辽宁中小造船厂应对金融危机分析

三、2008年辽宁阔步进入世界造船第一方阵

四、2008年大连中远造船基地项目开工

五、辽宁省船舶工业综合竞争力分析

六、辽宁民营造船企业形成集群式发展格局

七、葫芦岛市船舶制造产业集群快速形成

八、辽宁省船舶制造业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第六节 2008-2009年浙江省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舟山市船舶工业产值分析

二、金融风暴下台州造船业的应对措施

二、金融危机下温州造船业苦练内功度寒冬

三、2009年浙江造船企业面临困境分析

四、浙江造船业&ldquo;斗寒破冰&rdquo;

五、浙江民资造船神话调查分析

六、金融危机下浙江造船业的应对策略

第七节 2008-2009年山东省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山东省重点打造青烟威船舶工业基地

二、2008年山东微山倾力打造省内河船舶基地

三、2008年烟台蓬莱锻造山东第一造船基地

四、2008年山东省威海市出台优惠政策助造船企业渡难关

五、2009年青岛船舶业迎来跨越发展的最佳良机

六、2009年山东七家重点造船企业与济钢实现战略合作

七、山东造船业困境分析

八、山东省造船业战略重组以实力应对金融危机

第八节 2008-2009年广东省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广东第二大造船项目落户阳西

二、2008年央企布局广东造船业

三、金融危机下江门南洋船舶发展分析

四、广东汕头造船工业发展分析



五、广东造船民营资本成为主体

第九节 2008-2009年福建省船舶制造业分析

一、2008年福州打造闽江口造船产业集群

二、2008年漳浦崛起海西船舶工业2

三、2008年漳州船舶工业年产值分析

四、福建船舶工业危机中寻找增长点

五、金融危机下福安船舶业实现产业升级

六、2010年福建造船业预测

第十节 2008-2009年其他地区船舶产业分析

一、2008年海南最大船舶修造项目开工

二、2008年重庆船舶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2008年湖北船舶工业加速资源整合

四、金融危机下湖北省造船行业总体运行分析

五、10年内河北省将发展为修造船基地

六、黑龙江船舶运力分析及拓展

第十四章 2008－2009年我国船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我国船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振兴规划助造船业提高国际综合竞争力

二、三大造船基地实现错位竞争

三、中国造船业出现两极分化的格局

第二节 船舶工业新格局分析

一、拯救&ldquo;弃船&rdquo;

二、政策性订单

三、造船新格局

四、产业新空间

第三节 我国船舶工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发展迅速

二、面临挑战

三、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第四节 中日韩造船业竞争态势分析

一、中日韩造船竞争因素分析

二、我国船舶工业与日韩差距分析



三、韩国现代重工与上海外高桥两大造船企业比较

四、中韩造船竞争实力分析

五、中日造船竞争实力分析

第五节 中国海运造船业发展格局分析

一、追赶日韩

二、向中国转移

三、冲破技术封锁线

四、正面竞争

五、标准之争

六、积极应对

第六节 提高我国船舶业国际竞争分析

二、我国船舶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政策措施

第十五章 船舶行业部分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07-2008年财务分析

三、修船业成中国船舶新利润点

四、2009年中国船舶拟减价挽订单

五、2009年发展预测

六、中船集团 &ldquo;十一五&rdquo;改革发展纲要

第二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07-2008年财务分析

三、2008年经营发展分析

四、2009年中船重工战略结盟鞍钢

五、2009年发展机遇分析

六、&ldquo;新三步走&rdquo;战略

第三节 沪东中华

一、公司概况

二、主要产品分析

三、2008年经营发展分析



四、发展目标

第四节 中船股份

一、公司概况

二、2007-2008年财务分析

三、2008年全面开建五大制造中心

四、2008年提前4个月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五、中船股份承建单臂起重机船

第五节 广船国际

一、公司概况

二、2007-2008年财务分析

三、2008年各项业务创历史新高

四、2008年再次进入客滚船领域

第六节 大连船舶重工

一、公司概况

二、主要业绩

三、2008年订单量分析

四、应对金融危机分析

五、发展目标

第七节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07年造船总量分析

三、2008年公司建造31.8万吨VLCC命名交船

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分析

第八节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渤船重工跨入世界造船业第一方阵

三、发展动态

第九节 江苏新世纪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07-2008年经营业绩分析

第十六章 船舶行业投资与信贷分析

第一节 船舶行业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分析



一、未来中国造船业机遇与风险并存

二、国内造船业面临产能过剩风险

三、长三角&ldquo;造船热潮&rdquo;中凸现风险

四、建造入级船舶发展空间更大

第二节 我国造船融资分析

一、造船融资是船舶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船厂普遍面临贷款融资难的窘境

三、我国船舶融资体系在探索和发展中进步

第三节 船舶融资租赁市场现状

一、全球船舶融资总额缩减500亿美元

二、全球船舶融资3400亿美元

三、浙江在建船舶可申请办理抵押融资

四、订单融资吃紧民营造船下行

五、我国船舶融资租赁分析

六、船舶融资租赁三资企业外资占比不得过半

第四节 船舶制造行业银行信贷分析

一、船舶业振兴规划细则重在提供信贷金融支持

二、银行信贷助力船舶工业振兴

三、鼓励金融机构加大船舶出口买方信贷资金投放

四、工商银行涉足船舶租赁市场

五、民生金融租赁掘金船舶融资市场

六、招行签下船舶金融租赁第一单

第五节 中国船舶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油船市场

二、集装箱船市场

三、油轮市场

四、散货船市场

第十七章 2009－2010年船舶行业发展趋势及战略分析

第一节 2010-2015年世界船舶工业发展预测

一、2010年世界船舶载重量分析

二、2015年以前全球船舶市场相关要素分析及预测

三、2020年世界新船需求预测



第二节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趋势

一、船舶自动化发展趋势

二、现代船舶信息技术的趋势及作用

第三节 船舶工业战略转型分析

一、战略转型是实现造船强国必经之路

二、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是决定因素

三、船舶配套技术水平必须整体跃升

第四节 我国船舶产业发展战略

一、航运与造船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二、中国船舶：打造世界品牌航船

三、现代造船模式：中国船舶工业战略选择

四、促进船舶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考

第五节 中国船舶工业的战略发展分析

一、船舶是我国军民结合特点显著的战略产业

二、中国船舶工业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三、我国船舶工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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