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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航运市场专项调研及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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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xx.com/research/201612/48130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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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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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16 年，航运市场供需仍然过剩，分板块看油运>集运>干散，BDI 指数于
2月初创下有指数以来的新低290点。下半年，干散货运和集运运价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进入 11 月，煤炭业供改导致煤炭供给紧张，澳线煤运拉动 BDI 指数回升至 1000 点以
上，以中远航运为代表的航运股出现急剧反弹。根据 Clarkson 预计，17 年航运市场供
需仍然过剩，但存在边际改善空间。

随着油价持续反
弹，低油价利好基本出清；行业供给压力凸显，尤其是国际航线，票价下跌
三大航历年Q3毛利（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国内航线集中度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航运市场专项调研及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航运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航运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航运行业市场运行的
现状，然后介绍了航运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航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
分析了航运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航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航运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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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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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航运业的特征分析 13
一、航运业具有显著的国际化特征 13
二、航运业与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正相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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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运在各种运输渠道中居主导地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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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运产业链集群分布状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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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装箱运输市场：市场表现低迷 班轮公司亏损严重 20
三、油品运输市场：运力供需失衡 持续低位波动 21
第三节 全球航运市场发展回顾及发展预测 21
一、货量低速增长 21
二、运力快速扩张 21
三、运价触底反弹 22
四、全球航运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复杂 23
第四节 国际油运市场回顾与展望 24
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印引领全球石油需求增长 24
二、多重因素影响油市，国际油价攀至高位，波动加剧 25
三、中国进口原油持续上升，中国海外油气权益产量增加 25
我国月度原油进口量（万吨）
四、运力规模持续增长，大型油船运力增幅较大 26
五、新造船市场量价齐跌。船企生存艰难 27
六、二手油船市场成交惨淡，二手油船价格下跌 27
七、燃油成本走高，油船运输经济航速盛行 28
八、国际油运市场变化趋势 29
第五节 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回顾及展望 30
一、货运需求增长平淡 30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2015年全球十大港口货运吞吐量排名
二、运力增长步伐加快 31
三、航线运价持续疲软 31
四、船舶下场冰火两重天 32
五、航商效益再度滑坡 32
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33
七、市场展望 33
第六节 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发展 36
一、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概述 36
二、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36
三、国内外干散货海运市场回顾 37
四、全球干散货运费压力仍大 39
五、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40
第三章 中国航运业运行分析 41
第一节 中国航运业运行分析 41
一、航运大国地位得到巩固 41
二、水运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41
三、中国货运主要指标统计 43
（一）水路货运 43
（二）港口货物吞吐量 46
（三）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49
（四）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51
四、中国客运主要指标统计 52
（一）水路客运 52
（二）港口旅客吞吐量 54
五、中国运价指数变化情况 55
第二节 中国航运业运行分析 56
一、水运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56
二、中国货运主要指标统计 58
（一）水路货运 58
（二）港口货物吞吐量 59
（三）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62
（四）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64
三、中国客运主要指标统计 65
（一）水路客运 65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2016年中国水运客运量及增速

（二）港口客运吞吐量 67
四、中国运价指数变化情况 68
第四章 中国海运市场分析 70
第一节 中国海运市场发展现状 70
一、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迫在眉睫 70
二、我国海运业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 70
三、振兴我国海运业刻不容缓 71
四、海运大国走向海运强国还需长期努力 71
五、海运业战略意义不可磨灭 71
六、亟需国家战略引导行业科学发展 72
七、我国酝酿出台"海运发展战略" 73
第二节 两岸海运直航困局与对策 73
一、两岸海运运营回顾 73
二、两岸海运健康有序发展 74
三、两岸海运存在问题 75
四、两岸海运对策建议 76
第三节 集装箱海运发展新趋势 78
一、船舶大型化进程日益加快 78
二、促进全球运输链整合 78
三、实施差异化服务战略 79
第四节 促进我国国际海运业平稳有序发展 79
一、提高对国际海运业健康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79
二、积极推动国际海运业结构调整升级 80
三、着力构建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 80
四、强化企业守法诚信经营 80
五、加强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 81
六、加强合作提高企业抵御危机和防控风险能力 81
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应对危机中的积极作用 81
八、加强安全生产督导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81
九、加强督促检查和信息报送工作 82
第五节 我国海运安全管理系统的建设构想 82
一、初期的海运安全管理系统 82
二、中期的海运安全管理系统 83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三、远期的海运安全管理系统 85
第五章 中国内河航运发展分析 87
第一节 中国内河航运发展现状 87
一、内河航运是综合运输体系重要部分 87
二、我国近年高度重视内河水运发展 87
三、内河航运优势突出 87
四、内河航运面临的挑战 88
五、内河航运发展需要相关各方携手合作 90
六、内河航运发展前景广阔 91
七、内河航运走入清洁能源时代 92
八、国家战略带动内河水运跃升 92
第二节 内河航运的"低碳"之路 95
一、建立绿色节能机制 95
二、创新节能环保技术 95
三、完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96
四、提升船员技术水平 96
第三节 各地内河航运发展 97
一、山东内河航运破阻复兴 97
二、武汉构建绿色智能化内河航运中心 98
三、合肥剑指江淮内河航运中心 98
四、黑龙江内河航运发展分析 99
五、淮河内河航运发展 100
六、江西内河航运发展目标 102
七、珠江三角洲内河航运发展现状 102
八、广东内河水运发展快马加鞭 106
第四节 提升珠三角内河航运企业竞争力的价值链管理 109
一、珠三角内河航运企业价值链 109
二、珠三角地区内河航运企业竞争力分析 110
三、提升珠三角地区内河航运企业竞争力的价值链管理 111
第五节 “十三五”我国内河水运发展战略的思路 114
一、转变方式，推动内河水运科学发展 114
二、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内河水运体系 115
三、营造环境，加快内河水运服务业发展 116
四、优化格局，发挥内河水运桥梁纽带作用 117
五、绿色发展，进一步挖掘内河水运潜力 118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六、创新驱动，提升内河水运科技水平 119
七、改革攻坚，完善内河水运发展的体制机制 119
八、扩大开放，充分发挥内河水运优势 120
第六章 中国航运金融发展分析 121
第一节 航运金融内涵 121
第二节 航运金融市场的需求特征分析 121
一、航运金融市场的资金密集特征 121
二、航运金融市场的高风险特征 121
三、航运金融市场中介机构体系 122
四、现代航运市场的金融化趋势 122
五、航运保险的重要地位 122
六、航运金融市场的跨国资金结算业务 123
七、航运及其金融市场的法律、税收和监管制度 123
第三节 中国航运金融发展现状 124
一、中国航运金融市场逆势成长 124
二、我国航运金融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126
三、中国发展航运业所面临的形势和特点 126
四、国内银行业已经介入航运金融领域 127
五、商业银行面临的航运金融机会 128
六、中国航运金融市场面临新的挑战 130
第四节 航运金融发展的保障措施 133
一、完善发展航运金融的制度保障 133
二、加强航运金融机构体系保障力度 134
三、积极引进和培育航运金融人才保障 134
第七章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136
第一节 西方航运中心的变迁及其启示 136
一、简单海上贸易时代 136
二、地中海区域航贸网络时代 136
三、全球航运网络初建时期 139
四、完善的全球航运网络时期 141
五、启示与结论 142
第二节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现状 143
一、国际航运中心的衡量标准 143
二、上海建设航运中心的国内比较 143
三、上海建设航运中心的国际比较 144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迎新一轮部市合作 146
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集疏运体系 147
六、“十二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基本形成 148
第三节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 150
一、航运中心建设和金融发展的内在联系 150
二、航运金融市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关键 151
三、上海航运金融市场发展的目标 151
四、上海航运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51
五、上海航运金融市场发展的竞争策略 153
六、上海航运金融市场发展的支持政策建议 153
第四节 城市经济转型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155
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促进经济转型 155
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157
三、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应避免的负面效应 158
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对策 160
第五节 上海资源配置型国际航运中心发展 163
一、世界国际航运中心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163
二、航运中心资源配置力和资源配置形态 164
三、上海与世界航运中心资源配置力差距分析 167
第八章 粤港澳共建珠三角国际航运中心的分析 169
第一节 粤港澳共建珠三角国际航运中心的必要性 169
一、是优化我国国际航运中心布局的需要 169
二、是提升我国国际航运竞争力的需要 169
三、是实现粤港澳国际航运资源优势互补的需要 169
四、是整合粤港澳港口资源的需要 170
五、是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体制机制的需要 170
第二节 粤港澳共建珠三角国际航运中心的可行性 171
一、粤港澳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71
二、各方资源优势提供了基本条件 171
三、CEPA协议等系列文件提供了政策平台 171
四、国际航运中心向东亚转移提供了历史机遇 172
第三节 建设方案与政策措施建议 172
一、总体建设思路 172
二、整合珠三角港口资源 173
三、设立粤港澳现代航运服务合作示范区 173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四、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174
五、科学编制发展规划 176
第九章 中国航运业部分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177
第一节 中国远洋 177
一、企业基本情况 177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78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80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81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81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81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182
第二节 中海发展 182
一、企业基本情况 182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84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85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86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86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86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187
第三节 中远航运 188
一、企业基本情况 188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88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90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91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91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92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192
第四节 中海集运 193
一、企业基本情况 193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93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94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95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95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95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196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第五节 长航油运 196
一、企业基本情况 196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97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198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99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99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00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200
第六节 宁波海运 201
一、企业基本情况 201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02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02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03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3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04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204
第十章 中国航运业发展策略 206（ZY GXH）
第一节 促国内航运业健康平稳发展措施 206
一、加强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监测和分析 206
二、加强国内水路运输市场宏观调控 206
三、规范国内水路运输市场准入 207
四、加强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监管 207
五、开展国内水路运输运政专项检查 208
第二节 航运企业的码头发展战略 208
一、加大合作力度，实现互利共赢 208
二、完善全球网络，优化布局结构 208
三、协同航运业务，发展公共码头 209
四、控制投资风险，注重投入产出 210
五、抓好人才培养，加强团队建设 210
第三节 进一步加强水路运输经济的策略 211
一、积极贯彻国家产业振兴规划 211
二、积极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211
第四节 我国航运企业发展物流的策略 212
一、利用航运企业的品牌优势 212
二、整合海运附属业的现有功能 212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三、建立以港口为依托的物流基地 213
四、企业的兼并和联盟 213
第五节 中国航运经纪产业发展对策和建议 213
一、应尽快完善航运经纪注册制度 213
二、规范航运经纪行业管理 213
三、建立健全航运经纪培训模式 214
四、鼓励建立航运经纪人协会 214
五、加强对兼营航运经纪业务公司的监管 214
第六节 中国航运业逆境中奋力突围策略 214
一、主动“瘦身”应对运力过剩困局 214
二、着力调整加快新兴市场航线布局 215
三、创新求变力挽运价下滑危局 216
第七节 中国航运企业节能减排的对策和建议 216
一、建立长效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216
二、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 217
三、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加快节能减排步伐 217
四、建立航运信息管理系统 217
五、加大节能减排意识宣传教育的力度 217
第八节 我国海铁联运发展策略 218
一、整合和完善海铁联运“点、线、面”能力 218
二、加快海铁联运管理体制改革和配套制度建设 218
三、促进海铁联运的协调发展 219
第九节 改善我国集装箱多式联运效率的政策建议 219
一、制定国家层面的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战略 219
二、建立完善的集装箱多式联运法律法规体系 219
三、继续深入推进综合运输管理体制 220
四、开展集装箱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220
第十节 优化航运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对策 220
一、提高资金集中管理内容的完整性 220
二、强化资金集中管理工具的实用性 222
三、加强资金集中管理措施的环境适应能力 222 （ZY GXH）

详细请访问：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612/48130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612/481309.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