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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述与发展历程



中国船舶行业现状及特点

规模庞大

中国船舶行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家之一，拥有众多大型造船
企业和配套设施。

技术实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船舶行业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不断
推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船舶产品。

产业链完整

中国船舶行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包括船舶设计、制造、配套、
修理等环节。

国际化程度加深

中国船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影
响力。



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进入21世纪，中国船舶行业开始注重自主创新，加强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

越式发展。

创新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

中国船舶行业在起步阶段主要依靠引进和仿制国外技术，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造船体系。

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船舶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



国内市场
中国船舶行业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近年来，随着

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国内市场对船舶的需求不断增加。

国际市场
中国船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等地区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然而，在国际高端市场和品牌建设方面，中国

船舶企业仍需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国内外市场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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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结构与主要企业



包括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船舶

总装、船舶配套等环节。

上游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供

应商，下游包括航运、海洋工程、渔

业等领域的应用。

产业链结构梳理

产业链上下游关系

船舶制造产业链概述



上游原材料供应情况

钢铁行业供应情况

中国钢铁产量全球领先，为船舶制造

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有色金属供应情况

铝、铜等有色金属在船舶制造中用量

较大，其价格波动对船舶制造成本有

一定影响。



包括国有大型造船企业、民营造船企业以及外资造船企业等。

船舶制造企业类型

包括初步设计、详细设计、生产设计、钢板预处理、船体加

工、分段装配、船台合拢、下水、舾装、试航等步骤。

造船工艺流程

中游生产制造环节分析



航运领域

海洋工程领域

渔业领域

未来需求预测

下游应用领域及需求预测

包括海洋石油开采、海上风电等，对高端船舶和特种船舶有较

大需求。

包括远洋渔业和内陆渔业，对渔船等船舶有一定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航运市场的回暖，以及海洋工程领域的

持续发展，预计中国船舶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包括远洋运输、内河航运等，是船舶应用的主要领域，其需求

受到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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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解读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概述

该意见提出了加快推进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关于加快推进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该规划提出了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旨在推动我国船舶工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

《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该计划针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需求，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和行动计划，以促进我国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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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船舶技术标准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船舶行业也开始引入智能化技术，制

定了相应的智能化船舶技术标准。

01

船舶建造技术标准

包括船舶设计、建造、检验等方面的技术标准，确保船舶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

02

船舶排放控制标准

针对船舶排放的污染物，制定了相应的排放控制标准，推动绿

色航运发展。

行业标准及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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