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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船舶工业是为水上交通、海洋开发和国防建设等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现代综合性产业，也是

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机电、钢铁、化工、航运、海洋资源勘采等上、下游产业

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对促进劳动力就业、发展出口贸易和保障海防安全意义重大。我国

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和科研体系健全，产业发展基础稳固，拥有适宜造船的漫长海岸线，

发展船舶工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也为船舶工业提供了

较好的发展机遇，我国船舶工业有望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2021年，全国造船完工397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0%。承接新船订单6707万载重吨，同比增

长131.8%。2021年12月底，手持船舶订单9584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4.8%。2021年，我国船企

抓住市场回升机遇，巩固散货船优势地位，共承接散货船3219万载重吨，占全球总量的76.4%

。集装箱船订单实现超越，共承接集装箱船2738万载重吨，占全球总量的60.9%，其中，15000

标准箱（TEU）及以上超大型集装箱船69艘，占全球份额49.6%。在高端船型细分市场上持续

发力，承接化学品船、汽车运输船、海工辅助船和多用途船订单按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

的72.7%、76.6%、64.7%和63.3%。全球18种主要船型分类中，我国有10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

世界第一。2022年1-8月，中国造船三大指标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量、手持订单量分别为2393.5万载重吨、2805.3万载重吨和10203万载重吨，分别占全球市场份

额的45.4%、50.6%和47.7%。新接订单中，我国在高端船型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液化天然

气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三成，达到27.2%，万箱以上集装箱船占到全球市场的43.9%。  

2020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了《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0版）

》，提出到2025年，建立较为完善的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标准体系，全面覆盖基础共性、关

键技术和船厂应用等领域，基本达到国际先进造船国家同等水平。2020年9月，交通运输部印

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ldquo;两步走&rdquo;的推

进方式，明确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到2035年，形成&ldquo;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监

管有力、服务优质&rdquo;的船舶检验新格局，船舶检验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前列，实现船舶检

验高质量发展，全面服务交通强国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21年2月，工信部就《智能船

舶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制定30项以上智能船舶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

究提交国际标准立项草案5项，基础共性标准形成支撑，关键技术应用标准取得突破。2022

年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2022年度船舶技术法规立项计划》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局第2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此举有利于船舶技术后续的规范发展。2022年9月，《关于

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文件提到，到2025年，液化天然气（LNG）

、电池、甲醇、氢燃料等绿色动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船舶装备智能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内



河船舶绿色智能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形成。到2030年，内河船舶绿色智能技术全面推广应用，

配套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等产业生态更加完善，标准化、系列化绿色智能船型实

现批量建造，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大幅提升，初步建立内河船舶现代产业体系。  

根据十四五规划，航运业的绿色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将为一些小型和小众船型的新造船板

块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中国整体造船市场将呈现出三大主力船型以外的多样化发展。未来五

年内我国支线集装箱船、小型和大型LNG船以及海上风电船舶建造前景向好；邮轮板块受益

于疫情后游客数量增长、中国邮轮港口建设的影响，中长期发展前景光明。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船舶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共十五

章。首先介绍了国际国内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概况，然后分别介绍了集装箱船、干散货船、油

轮、游艇等船舶制造业细分领域的发展。随后，报告对船舶制造业做了区域发展分析、重点

企业运营状况分析、进出口数据分析、关联产业发展分析、行业竞争分析和投资分析，最后

对国际国内船舶制造业发展前景与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

想对船舶制造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船舶制造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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