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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 描 述 〗

 

    2007年世界船舶市场空前繁荣，新船订单创纪录地达到近2.5亿载重吨。2007年，散货船引

领国际造船市场，成为国际造船市场持续兴旺的主要因素。据英国克拉克松公司统计，2007

年中国承接的新船订单中，散货船为8150万载重吨，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5.8%；韩国3730万载

重吨，占25.5%；日本1640万载重吨，占11.2%；欧洲480万载重吨，占3.3%。其中，我国承

接17万—20万载重吨级好望角型散货船130艘、2307万载重吨，占世界市场份额40%；承接20

万载重吨以上矿砂船20艘、550万载重吨，占世界市场份额44%，我国散货船接单量跃居世界

第一。

 

    200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1893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30%；新承接船舶订单9845万载重吨，比

上年增长132%；手持船舶订单1.5889亿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1%。

 

    2008年中国船舶工业预期发展目标为：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造船完工量超过2200万载

重吨，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工业增加值超过800亿元，船舶出口金额实现160亿美元，利

润总额增长20%，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提高15点。《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指出，到2010

年，我国自主开发、建造的主力船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造船能力达到2300万载重吨，年

产量1700万载重吨。本土生产的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60%以上。船舶工业组织结构趋于合

理，大型船舶企业集团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三大造船基地初具规模，造船业与配套业协

调发展。目前关键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日本超过欧洲，韩国超过日本，都是依

靠的低成本、高效率。2008年，船舶工业企业在克服了历史罕见的严重雪灾造成的部分厂房

设备受损、外来物资不能按期到货、电力供应不足、钢材供货迟滞等困难，经营生产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行业发展开局良好。

 

    中国船舶制造行业面临以下挑战：世界造船竞争更加激烈；国际船市调整压力加大，世界

造船能力快速扩张，供需矛盾将成为突出问题；国际造船规范、标准不断升级，我国船舶工

业应对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人民币持续升值，汇率风险不断增大；人力资源紧缺问题日益突

出，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六是利率上调等宏观政策方面的风险因素增加。人民币汇率

已处于上升通道中，贷款利率的上调将导致造船企业，特别是新建船厂财务费用支出大幅增



长。我国船舶制造企业该如何应对挑战，制定发展策略呢？ 

 

    《2008-2010年船舶制造行业市场调查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

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海关总署、交通部、国防科工委、

克拉克松研究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中商情报网、国

内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基础信息以及专业研究单位等公布、提供的大量的内容翔实、统计精

确的资料和数据，立足于全球船舶市场，从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情况、细分市场发展状况、行

业竞争状况、以及船舶工业未来发展趋势等多方面深度剖析，全面展示船舶工业现状，揭示

船舶的市场潜在需求与潜在机会，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

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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