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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无人船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2025-2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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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502/74268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8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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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人船行业相关定义及特点分析
（一）定义
水面无人船艇（简称无人船）是一种水面机器人，主要通过智能控制实现自主航行。无人船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船舶设计、通信传输、环境感知、数据融合、运动控制、人机交
互、人工智能等多个专业领域，研究内容包括导航与定位、控制与决策、感知与融合、能源
与动力、船体与载荷、通信与数据等众多方面，以达到船舶的自主航行、智能避障、目标识
别、多模通信等功能。无人船通过搭载不同的载荷可以执行危险、艰苦、不适合有人船只工
作的任务，也可以执行对航行精度要求较高的测量测绘任务，多无人船集群协同工作，可以
更快速、机动、高效协同完成任务。无人船具有自主、半自主、遥控控制等多种形态。
（二）无人船分类
无人船可以从自主能力等级、排水量和航速三个方面进行分类：
1）自主能力等级
无人船按照自主能力等级不同，分为 0-6 级，用 L0-L6 来表示：
按自主能力等级分类 自主能力等级 技术分级名称 名称 内容 L0 遥控级 遥控
全远程遥控航行，回传状态信息。 L1 程控级 初级半自主
按设定航线自主航行，具有故障诊断与报警功能，不具备避开障碍的能力。 L2 规划级
半自主 简单场景中按设定航线自主航行与重规划，可避开静态障碍，具备故障隔离与容错
控制功能。 L3 任务级 简单场景自主 简单场景中根据任务模型执行任务，自动生成满足规
则约束的最优航行策略，避开障碍，可编队保持、重构与避碰。 L4 行为级 复杂场景自主
复杂场景中能够自主完成环境态势重建、任务行为序列分解与执行，多艇协作的实时最优行
为决策。 L5 决策级 高度自主 大多数场景自主完成任务分解、行为规划与重构，能够与其
他有人、无人系统协作，识别周围目标的行为意图，能够有限的自我学习进化。 L6 协作级
完全自主 所有场景自主完成行为序列的规划与重构，与其他有人、无人系统高度协作，能
够完全自我学习进化。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无人船自主能力分级中，L1-L2级无人船一般在环境较为单一、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或临
时限制其他船只进入的水域开展作业，如环境监测、测绘测量等工作。L3级无人船主要应用
于水面障碍物不多的场景下的自主作业任务，如水下地形地貌的单船或多船协同测绘、海上
构筑物健康评估、安防巡逻等场景。L4 级无人船可在人类正常活动水域完成自主作业，如
在航道、港口等复杂水域开展运维补给、水质检测、安防巡逻执法、多艇协同测量测绘等工
作。L5 级无人船主要应用在安防巡逻、特殊任务、协同作业等场景。L6 级无人船在单艇自
主作业、学习进化、有/无人协作、跨域协作能力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的智能性，作业过程完
全无需人工参与，代表了无人船的终极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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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量
无人船按照排水量的不同，可细分为以下四类：
按排水量分类 分类名称 概况 微型无人船 排水量小于 0.5 吨的无人船 小型无人船 排水量
0.5 至 2 吨的无人船 中型无人船 排水量 2 至 10 吨的无人船 大型无人船 排水量 10 至 100
吨的无人船 超大型无人船 排水量大于 100 吨的无人船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无人船的排水量与应用环境、应用场景、任务负荷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内陆江河湖库、近
海水域调查、地貌测绘等在较低风浪和流速环境下执行的任务，无人船要求排水量较低，以
增加便捷性、减少运输和吊放成本以及覆盖更多的作业区域。而在深远海域、恶劣海况下的
环境调查、海上巡逻、灾害救援等高任务负荷应用场景下，无人船需要较大的排水量，以抵
御较大的风浪，搭载更多任务负荷，并保障无人船的安全和扩展任务种类。
3）航速
无人船按照航速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四类：
按航速分类 分类名称 概况 低速无人船 最大航速小于 15 节 中速无人船 最大航速介于
15-30 节 高速无人船 最大航速介于 30-50 节 超高速无人船 最大航速在 50 节以上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无人船的速度与执行的任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水域调查、地貌测绘等任务，更低的航
行速度可以提供更高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测绘精度；对于海上巡逻、灾害救援等场景，无人
船需要具备更高的航速以便高效地完成任务。
（三）无人船特点分析
与传统船舶相比，无人船具有诸多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无人船与传统船舶比较
序号
特点
优势
1
无人驾驶
降低人员涉水风险
降低有害现场接触风险
无需登船驾驶，降低人员劳动强度
2
智能化程度高
自动避障，减少人员误判风险
循线精度高，提高作业效率
支持无人装备间协同，提高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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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人力成本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无人船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无人船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了率先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无人船技术及应用逐步受到重视
并不断加速发展。综合来看，无人船的发展经历了从遥控到自主航行、从单体到集群协同作
业、从军用到军民两用的过程，平台技术与应用推广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未来将在更多领域
发挥出较大效能。具体发展历程如下：
萌芽阶段：2008年，沈阳航天新光研制“天象1号”，用于气象探测。
起步阶段：2013年，云洲智能推出的环境监测无人船，在贺江污染事故的监测中完成了水
样采集工作；2014年，由上海大学研发“精海”无人船，应用于南海水体环境要素探测、水环
境测量及海洋水文探测。
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云洲智能无人船参与“雪龙号”南极科考，成功完成探测任务，为船
舶航行和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建设提供了基础空间地理信息数据支撑；同年，珠海市政府
、中国船级社、武汉理工大学、云洲智能联合发起珠海万山无人船海上测试场建设；2021
年，南方海洋实验室发布“智能型支持母船”，可搭载转运及布放回收多种类、批量化空海潜
立体探测无人系统，海洋智能组网观测技术的应用对传统海洋调查模式具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意义；同年三沙市政府公开招标巡逻执法无人船，标志着智能安防无人船在政府部门成功商
业化应用。
三、无人船行业产业链分析
无人船行业的上游行业是钢材、铝材等材料以及动力电池、电子元器件等无人船零部件制造
及分系统研制，负责为无人船产业链中游的无人船生产制造商提供所需的零部件及系统支持
。
无人船的中游是无人船系统集成及服务提供商，负责将上游提供的零部件等分系统进行加工
制作成无人船艇，为下游需求主体提供无人船产品与服务。
无人船的下游行业范围广泛，主要包括海洋工程、生态环保、水面安防、智慧交通等领域，
负责为中游无人船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订单，是无人船产业链的行业需求来源。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1、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一）生产材料
1、金属铜
从全球来看，铜的全球资源储备丰富，在地壳中的含量约为0.01%，全球主要的铜矿资源集
中在智利、秘鲁、澳大利亚等国，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数据，2023
年全球铜储量为10亿吨，铜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有智利(1.9亿吨)、澳大利亚(1
亿吨)、秘鲁(1.2 亿吨)、俄罗斯(0.8 亿吨)、墨西哥(0.53 亿吨)和美国(0.5亿吨)等。中国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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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资源4100万吨，占全球约4%。全球最大的铜矿为位于智利的埃斯康迪达（Escondida）
铜矿，据必和必拓 2023 年运营报告，该矿2023年铜矿产量达到 107.3 万吨，同比增长1.8
%。国内方面，江西铜业拥有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开采铜矿山。

数据来源：USGS，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产量来看，全球精炼铜的产量在过去几年中呈现增长趋势。根据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
G）、USGS数据，2023年全球精炼铜产能2949.6万吨，同比增长2.7%；全球精炼铜产量2
653万吨，同比增长4.49%，增幅扩大。在产量分别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铜生产国，2
023 年产量占全球的 45.6%，较 2022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其他精炼铜主要生产国还有智利
、刚果（金）、日本、俄罗斯等，其中，刚果（金）精炼铜产量增长较快，超过日本跃居全
球第三位；前十国合计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81.9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数据来源：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USGS、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USGS、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中国来看，中国精炼铜行业的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江西铜业、紫金矿业、铜陵有色、中国铜
业等大型铜业集团。这些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中国精炼铜行业中占
据重要地位。例如，江西铜业是中国大型阴极铜生产商及品种齐全的铜加工产品供应商，其
业务涵盖铜、金、稀土、银、铅、锌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中国精炼铜行业的产能和产量均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数据
，中国精炼铜行业产能由2018年的920万吨增长到2022年的1285万吨，2023年产能同比增
长6.18%，达到约1367万吨。同时，产量也从2019年的978.42万吨增加到2023年的1298.8
0万吨，2024年上半年产量为667.2万吨。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精炼铜的产能和产量仍然
保持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一、海上油气开发
在过去数年中，世界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步伐明显加快，海洋已成为全球油气资源的战略接替
区。尽管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海上油气市场陷入低迷，波动加剧，但2021年，随着油气
需求和价格的强劲回升，以及在2020年经济低迷时期采取的积极成本削减措施，多数海上
勘探和生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实现了去杠杆化，现金流充裕，大规模海上油田开发项目恢复
批准。
2023年，全球能源发展处于国际格局动荡变革期、极端气候灾害频发期、能源行业低碳转
型期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期“四期叠加”的复杂环境之中。全球能源价格总体回落，石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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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降接近20％，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下降超过50％，碳酸锂、光伏组件价格下降超过50％
，对全球经济保持增长特别是控制通胀起到了重要作用。贸易格局深度调整，两个平行市场
初现端倪，阵营化、碎片化加剧，全球能源治理进入大变革。能源转型在博弈中加速，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首次跌破80％。国际大石油公司重新强化上游业务，油气资产并购持续升温，
同业并购与跨界并购或将成为新趋势。2023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全年均价为82.17美元/桶，
较上年下跌17％，仍处于近10年油价运行上沿；天然气价格从历史高点回落至乌克兰危机
前水平，但欧亚气价仍处相对历史高位。
中国有效统筹发展安全与绿色转型，在不断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同时积极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总体看，2023年中国能源供应充足稳定，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全年原油产
量站稳2亿吨，连续六年保持增长；天然气产量2353亿立方米，连续七年增产超100亿立方
米。石油消费快速增长至7.56亿吨，同比增长11.5％，创历史峰值纪录；成品油消费3.99亿
吨，同比增长9.5％，已接近2019年的水平。天然气消费恢复增长，全年天然气消费量391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6％。国内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油气勘探开发投资约3900亿元，
同比增加10％；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约13亿吨，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近1万亿立方米
。国内炼油能力增长放缓，石化产品产能持续扩张，市场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发展。炼油总能
力达到9.36亿吨/年，炼厂开工率为79.1％。
中国能源转型步伐持续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进入筑基期。全社会电气化持续加快，绿氢
、新型储能项目发展势头较快。独具特色的石油能源公司转型模式正在形成，油气与新能源
融合发展开创众多新模式。2023年中国石油企业加快推动油气行业绿色转型，正在实现着
油田“四变”，即“油田变地热田”“油田变绿电田”“油田变绿氢田”“油田变储碳田”。
展望2024年，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加剧，叠加高通胀高利率压力，全球经济仍面临巨大
下行风险，能源商品价格将继续波动，能源产业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由全球能源危
机引发的可负担性和安全担忧将使得各国政府和企业更加注重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中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支撑石油需求增长，2024年中国石油需求将稳中有升，成品油需求达峰时点
可能提至2025年前。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背景下，天然气正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转型的重要能源，持续替代高污染燃料、支撑新能源规模发展。
四、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无人船行业的市场规模
从2020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8.2亿元，是全球重要的无人船市场；同时我国无人船
行业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1.02%，远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向上发展态势，在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2020年与2021年
，我国GDP两年平均增长5.1%，显示出我国整体经济的强大发展韧性。而稳定的经济发展
为我国无人船行业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推动我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长期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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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内在因素。
另一方面，我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的源动力来自于下游行业的良好发展。目前，我国
无人船行业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兴行业，其下游行业涉及海洋工程、生态环保等众多领域。而
无人船作为新工具，发挥其效率高、安全可靠等优点，在下游领域的应用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在各行业的渗透率持续提升，是推动我国无人船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直接因素。未来随着
我国疫情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复苏，我国无人船行业的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具体如
下：

注：由于资料敏感，本报告中的市场数据仅包含民用无人船市场，不包含军用市场。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影响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的因素
一、需求因素
下游需求往往是一个行业市场规模的决定因素。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近年来的增长受益于下
游需求的稳定增长。作为重要的生产应用工具，无人船产品的下游需求方基本涉及海洋工程
、生态环保等众多领域。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对于无人船行业
需求量的稳定增长。
二、价格因素
价格波动是影响一个行业市场规模的重要因素。当产品涨价时，往往表示下游需求量增长，
因此行业的市场规模则在“价涨量增”的推动下不断扩大；而反之“价跌量减”则会使其市场规
模萎缩。
无人船行业的产品价格受成本、技术等因素影响而出现一定的波动，进而对无人船行业整体
市场规模产生影响。
三、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在无人船市场规模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无人船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稳定资金来源，推
动着我国无人船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我国无人船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有利的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我国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为我国无人船下游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
，从而不断增加无人船行业的下游需求，推动我国的无人船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的阶段，在实现低碳经济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要求下，国民经济各行业的自动化升级必然带动无人船行业的不断繁荣。
四、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本质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主观性再分配。得到政策扶植的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
会资源来用于自身的发展，从而实现行业的进步以及市场空间的开拓，更容易获得更大市场
规模。
目前我国政策正大力支持无人船及相关行业的现代化发展升级。在国家战略层面，高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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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装备等产业属于“十四五”规划等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在无人船领域进行了长远规划和布局，逐渐建立了成熟的研发、制造及销售模式
，推动了智能化技术在海洋船舶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时，行业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相
关工业科研生产与配套保障体系改革的政策，旨在推动行业更好更快发展，大力实施产业融
合发展战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竞争，为无人船行业产品的发展、技术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和有利的政策支持。
五、我国无人船行业企业分析——以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1、企业概况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注册成立，2004年成为海军装备供应商，2010
年3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拥有齐全的军工资质，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公司主要股东为创始人团队、海南国资及其他社会资本，无任何外资、外籍背景。
公司成立二十余年来，一直在海洋高科技领域深耕，以海洋强国战略为引领，积极响应国家
经略海洋、科技兴海号召，坚守“探索海洋、献身国防”的使命，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航海引
领者，智慧海洋中国创新实践者”。
海兰信曾先后入选福布斯2018中国最具潜力企业榜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军工委员会国防
军工板块榜单。2021年公司总人数700余人，产值近10亿元。
公司高度重视自主研发及创新，截至目前，公司在雷达、智能航海及智慧海洋领域形成了一
系列核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已获得专利108项，受理中67项。2021年公司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源于公司在海洋科技领域的实力，2022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被美国商务
部列入实体名单。
2、主营产品
以自有关键技术为依托，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
1、智能航海：为船舶提供综合导航装备及智能航行系统；
2、海洋重大装备：构建海洋立体观测网的核心设备——海底接驳站，常压潜水系统（普通
人穿上该潜水服可以下潜600米）、海洋仪器等；
3、近海雷达观测网：公司投资建设了300个目标雷达站，覆盖中国整个近海30海里海域（
从海南一直到辽宁），服务近海防务与维权执法。公司建设了近100座地波雷达站，观测10
0海里范围的海浪、流场及风场等，服务海洋预报及海洋环境等；
4、海底数据中心（UDC）：公司是继微软之后的第二家具备海底数据中心的全套技术与实
施能力的企业，首个项目将在海南省陵水落地，预计年内第一期数据舱下海，舱内可容纳近
800个服务器，在海南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节能50%，且省地、省水，数据更安全。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营构成分析
2023-12-31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主营构成
主营收入(元)
收入比例
主营成本(元)
成本比例
主营利润(元)
利润比例
毛利率(%)
按行业分类
智能船舶与智能航行系统
4.548亿
60.34%
3.511亿
60.68%
1.036亿
59.19%
22.79%
海洋观探测装备与系统
2.808亿
37.25%
2.189亿
37.84%
6183万
35.31%
22.02%
其他
1817万
2.41%
855.1万
1.48%
962.3万
5.50%
52.95%
按产品分类
智能船舶与智能航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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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8亿
60.34%
3.511亿
60.68%
1.036亿
59.19%
22.79%
海洋观探测装备与系统
2.808亿
37.25%
2.189亿
37.84%
6183万
35.31%
22.02%
其他
1817万
2.41%
855.1万
1.48%
962.3万
5.50%
52.95%
按地区分类
国内
7.138亿
94.71%
5.595亿
96.70%
1.543亿
88.12%
21.62%
国外
3988万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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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万
3.30%
2080万
11.88%
52.16%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经济指标 2024-09-30
摊薄每股收益(元) 0.0133 加权每股收益(元) 0.0141 每股收益_调整后(元) 0.01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元) -- 每股净资产_调整前(元) 2.3634
每股净资产_调整后(元) 2.3641 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元) 0.013 每股资本公积金(元) 2.0269
每股未分配利润(元) -0.6696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 2024-09-30 总资产利润率(%)
0.419 主营业务利润率(%) 36.3132 总资产净利润率(%) 0.416 成本费用利润率(%) 2.3788
营业利润率(%) 2.3043 主营业务成本率(%) 62.8593 销售净利率(%) 3.7781 股本报酬率(%)
1.3253 净资产报酬率(%) 0.5607 资产报酬率(%) 0.419 销售毛利率(%) -- 三项费用比重
34.7244 非主营比重 246.1104 主营利润比重 1551.1837 股息发放率(%) -- 投资收益率(%)
-- 主营业务利润(元) 92135451.38 净资产收益率(%) 0.6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465832.61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 2024-09-30 流动比率 3.1149
速动比率 2.8128 现金比率(%) 27.0624 利息支付倍数 356.4047
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 0.0043 股东权益比率(%) 74.7182 长期负债比率(%) 0.2098
股东权益与固定资产比率(%) --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比率(%) 33.8362
长期资产与长期资金比率(%) 38.3461 资本化比率(%) 0.28 固定资产净值率(%) --
资本固定化比率(%) 38.4537 产权比率(%) 30.9022 清算价值比率(%) 395.821
固定资产比重(%) -- 资产负债率(%) 25.2818 总资产(元) 2287977962.45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分析 运营能力 2024-09-3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508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414.874 存货周转天数(天) 247.3433 存货周转率(次) 1.0916
固定资产周转率(次) -- 总资产周转率(次) 0.1101 总资产周转天数(天) 2452.3161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 0.1581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天) 1707.7799 股东权益周转率(次) 0.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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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成长能力 2024-09-30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48.0244 净利润增长率(%) 9.9762 净资产增长率(%) -12.5426
总资产增长率(%) -8.3356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四、公司优势分析
（一）超过20年的积累掌握海洋核心技术及综合能力
公司凭借超过20年在海洋装备、海洋信息化领域的技术积累，在航海导航和自动化、近海雷
达及监控网络、海底网电接入、深海援潜救援、海洋无人系统等方面，建立了完全自主可控
的研制生产测试能力。
在加拿大、德国、俄罗斯建立研发队伍，航海和海洋产品服务网络实现全球主要区域布局，
能够为客户提供比较完整系统的解决方案。以海洋核心能力为支撑，突破解决海底数据中心
技术瓶颈，形成该领域的先发技术优势，满足客户运维和安全保障需求，构筑了较高的技术
壁垒。
（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及技术创新，通过对关键技术的不断积累突破
，保持行业内的领先优势，拥有多项海洋领域国内外专有高精尖技术。
在智能航海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拥有船舶智能导航系统、机舱自动化系统、船岸一体
化系统、复合雷达系统等系列海事产品，构建船舶远程信息服务系统，有能力为客户提供船
舶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
在海洋观探测领域，形成了海洋立体观探测能力。融合极小目标探测雷达、地波雷达、岸线
多普勒雷达、光学探测的雷达组网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地波雷达海流探测精度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雷达大数据、视频结构化处理应用。依托国际主流
海底网技术，具备海底观测网主接驳节点、次接驳节点和海底仪器接口模块的国产化能力，
可提供高可靠性、维护性、容错能力强的海底观探测解决方案。
在国家自组网多参数海洋测量仪等专项支持下，建立海洋机器人研制试验能力，突破海洋目
标多源感知融合、自主航行控制、多机器协同作业关键技术。完成深水多波束、ADCP产品
产业化。公司具备丰富的物理海洋仪器系统、海洋测绘仪器系统的集成设计经验，完整的配
套供应链体系，完善的售后服务能力。

在深海装备领域，公司610米/365米深的两款常压潜水系统，是国际顶级的深潜高效作业装
备。拥有完整知识产权，主要材料和关键工艺自主可控。
海底数据中心，是集成度高的复杂创新项目。通过国内两个阶段的完整验证后，解决了海洋
装备制造、海底高压输配电、高效冷却、远程监控、系统可靠性和维修性等难题，注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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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全套专利，完全具备工程化生产能力，正式开始商业化的建设。
（三）海底数据中心（UDC）相比传统数据中心（IDC）有明显优势
公司是国内首创海底数据中心(UDC)服务提供商，UDC相比传统数据中心（IDC）具有以下
优势：
1、节能高效
采用海水自然冷却，样机单舱PUE低至1.076。服务器设备故障率仅为陆地数据中心的八分
之一，且具备天然的物理安全性，有利于保障数据安全。此外，通过与海洋可再生能源结合
，实现新能源就近消纳，低碳发展；
2、低成本
对岸基资源占用少，可大规模部署，建造成本大大低于陆地数据中心。通过模块化生产，快
速完成实际上线运行，单千瓦TCO（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比同等规模陆地数据中心低15%-
20%左右；
3、低时延
由于主要数据用户位滨海城市，可实现就近部署，降低数据传输时延。具有中西部地区陆地
数据中心无可复制的物理距离优势；
4、与陆上IDC网络传输性能一致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出具的与岸基的私有网络的检测报告，项目千兆端口带宽为939 Mbps
，抖动在0.001ms-0.004ms之间，单向平均时延在1.002ms-1，671ms之间，测试期间有5
次丢包，平均丢包率在0-0.0015%之间。基于以上结果，并根据YD/T 1171，在UDC环境下
网络实测结果可满足类别0也就是“实时、对抖动敏感、高交互”业务的QoS要求。
（四）公司多制式雷达技术形成了综合组网能力
近海智能雷达监控系统主要由目标雷达监控系统和地波雷达观测系统组成。其中目标雷达监
控系统以目标探测雷达、光电为主要传感器，结合公司自主可控、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极小
目标雷达探测算法，实现对覆盖范围内雷达散射截面积为0.1㎡的极小目标、最远200海里内
大中型目标的有效探测及跟踪，满足近岸海域所有作业船只包括小型“三无”船舶监管的需求
；
地波雷达观测系统基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其设备核心技术前期荣获
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5项专利，并获得国家科技部和总装备部的联合表彰。该系统
可实现专属经济区内风、浪、流等海洋状态参数的有效监测，依托GIS三维技术实时动态展
示海况、潮位、海浪、风向、风速、风暴潮、赤潮等蔓延过程及准确位置，支持与历史数据
的比对分析，在气象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污染事故处理等方面可提供重要决策辅助。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图表均为样式展示，具体数据、坐标轴与数据标签详见报告正文。
个别图表由于行业特性可能会有出入，具体内容请联系客服确认，以报告正文为准。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更多图表和内容详见报告正文。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无人船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2025-2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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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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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
行业信息咨询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
机构、行业协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
中国电信、中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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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人船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无人船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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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球无人船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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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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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解析
第三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无人船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无人船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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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六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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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无人船行业产业链及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无人船行业产业链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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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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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SWOT分析
一、SWO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五、行业威胁
六、中国无人船行业SWOT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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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九章 2020-2024年中国无人船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无人船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无人船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2025-2032年中国无人船行业价格影响因素与走势预测

第十章 中国无人船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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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20-2024年中国无人船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无人船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无人船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东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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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 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5-2032年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二章 无人船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可能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一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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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三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四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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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五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六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  企业七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八节  企业八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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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九节  企业九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十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部分 展望、结论与建议】
第十三章 2025-2032年中国无人船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二、中国无人船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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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无人船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无人船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无人船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无人船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四章 中国无人船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无人船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 中国无人船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无人船行业品牌营销策略分析
一、无人船行业产品策略
二、无人船行业定价策略
三、无人船行业渠道策略
四、无人船行业推广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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