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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竞争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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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ogao.chinabaogao.com/zhuanyongshebei/306613306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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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水工隧道工程分类如下：
        功能分类：
        泄水隧洞、引水和输水、排沙、导流、放空、发电尾水、通航
        洞内水流状态分类：

隧洞可分为有压隧洞和无压隧洞。引水发电的隧洞一般为有压洞。泄洪、排放水库泥
沙、施工导流等用途的隧洞一般为无压洞。
        泄水隧洞布置形式分类：
        表孔无压孔、深孔无压孔、深孔有压洞、深孔有压－无压洞
        一、我国交通隧道工程的现状及展望 
        1.公路隧道 

我国公路隧道建设到20世纪末达1 782座，总长度704 km，单洞最长达4 706 m，建成
的3 000 m以上的特长隧道13座，1 500 m以上的3车道公路隧道5座，盾构隧道2座，沉管隧
道2座，是世界上公路隧道最多的国家。  

21世纪前10年中，将有总长155 km以上的公路隧道要投入建设。其中，西安至安康高
速公路上穿越秦岭山脉的秦岭终南山特长公路隧道，隧道方案之一全长18.4 km，其长度为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还有多处长度4-8 km的山岭隧道即将建成或投入建设:湖南省雪峰山
隧道全长7.1 km；陕西省秦岭1号隧道全长6.1 km，秦岭2号隧道，秦岭3号隧道的长度分别
为5 km与6 km;四川省泥巴山隧道全长约8 km;福建省美魏岭隧道全长5. 6 km;甘肃省七道梁
隧道全长约5 km;山西省雁门关隧道全长5.5 km;四川省鹤鸽山隧道全长4.4 km;西安至汉中高
速公路上穿越秦岭山脉的3座特长隧道单洞总长34km,整个西汉高速公路隧道单洞总长度约1
00 km;西昌至攀枝花公路的隧道群总长14 km。 
我国公路隧道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铁路隧道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铁路隧道最多，总延长最长的国家之一。截至1999年，铁路隧道达6
876座，总长度为3 670 km,隧道数量和总长度均为世界第一。已建成的特长铁路隧道有长

梁山隧道(12 km )、居世界双线隧道第10位的大瑶山隧道(14 km)及居世界单线隧道第九位
的秦岭隧道(18 km)。 

在今后几十年中，我国将建设一批新铁路，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山区铁路。例如，内
江一昆明铁路水富一梅花山段，正线全长357 . 6 km，含隧道127座，累计长144.5 km，占
正线的40％，其中3 km以上的长隧道15座;西安一南京铁路西段位于山区，有隧道74座，累
计长77 . 6 km，其中3 km以上的长隧道6座，最长的是12.31 km的东秦岭隧道，重庆一怀化
铁路的鱼嘴一怀化段，正线长584 . 3 km，含隧道169座，票计长214.4 km，占36.7％，其
中3 km以上的长隧道21座。 
我国铁路隧道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3.地下铁道与城市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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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在20世纪完成55 km,41个站之后，2008年之前，市区新建轨道线路共计154.
5 km。届时，北京市区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里程可达到249 . 5 km，加上一批新建的市郊客运
线，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将超过300 km。  

上海地铁一号线1995年全线通车，目前已有3条地铁线投入营运，现有轨道交通总里程
为65 km。根据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上海拟建地铁11条，长384 km，轻轨线路10条，长约1
86 km，每年平均要建设15一20 km,需要投入资金100亿元，而完成总体规划则需要投入3 0
00多亿元。 

广州全长18.48 km的地铁一号线、全长23 km的地铁二号线已建成通车;三号线在2005
年刚刚建成;四号线和五号线也在规划中，争取到2010年全长近130 km的5条线路构成广州
轨道交通网络。 

天津地铁1984年通车，全长7 . 4 km, 2001年全线停运，为即将动工的地铁一号线做准
备。地铁一号线全长26.195 km，总投资约69亿元，预计2005年年底完成。 

南京地铁南北线一期工程2000年正式开工，是目前国内地铁国产化水平最高、平均造
价最低的工程项目。项目投资概算70.15亿元，综合造价4.15亿元//km，综合国产化率为70
%,于2004年完成。南京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了10条线路，在主城范围内里程达300 km以上。 

深圳地铁一期工程正线全长19.468 km，总投资105.85亿元，工期4年。未来9年，深圳
将斥资328亿人民币建设超过120 km的轨道交通。 
        4.拟建的跨海工程 

2010年以前，厦门将建成一个可以全天候进出厦门岛的海底隧道。它将是大陆第1条海
底(暗挖)隧道，并将成为厦门岛重要的第3条进出岛通道，对厦门海湾型城市的形成将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该工程总长度约9 km，其中隧道全长5900m，是一座兼有公路和城市道路
功能的隧道。 

另外，我国还有拟建的渤海海峡跨海工程、长江口越江工程、杭州湾跨海工程、伶仃
洋跨海工程、琼州海峡跨海工程和台湾海峡跨海工程等六大跨海工程，其中多数采用隧道方
案。 纵观国内外交通隧道的发展，有3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一是需修建的长隧道越来越多，
长度越来越长;二是以隧道方式跨越江、河、湖、海水域的工程越来越多;三是城市隧道和地
下铁道的建设将迎来高潮。
        二、水工隧道工程特点 

位于复杂的甚至是非常特殊的自然条件中。有些隧道所处的地形、地质条件十分复杂
，不良地质现象严重，断层、岩溶、瓦斯、涌水、高地应力等问题非常突出;有些隧道位于
陡峭峡谷之中，施工条件很差;有些隧道位于九度及以上地展区，且邻近活动断裂带。 

采用水下隧道跨越江、河、湖、海等水域。很高的孔隙水压力会降低隧道围岩的有效
应力，造成较低的成拱作用和地层的稳定性。施工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突然涌水，特别是断层
破碎带的涌水。很高的渗水压力导致水在有高渗透性或有扰动区域与开阔水面有渠道相连的
地层中大量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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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隧道的最大挑战在于地层稳定性的控制及作为控制设计准则的变形，变形必须处
于可容许的地表沉降极限范围内。因此，其结构的设计和选择施工方法必须以地表变形和地
层的稳定性为原则。
        三、我国隧道施工技术  
        1.矿山法施工技术  

在隧道施工中，矿山法较为广泛地采用了新奥法的原则，仍处于不能为其他方法所取
代的重要地位。近30年来，矿山法的施工技术进步是很大的，例如钻眼速度已由20世纪70
年代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凿岩机的250 mm/min，提高到现在的液压凿岩机的3 m/min，而且作
业人员大大减少。随着地质超前预报的逐渐推广应用，围岩预支护、预加固技术的日益成熟
，施工管理的逐步科学化，隧道施工中的应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通过困难地段
时，造成人员伤亡的坍方事故日趋减少。  

特长隧道一般埋深较大，深埋隧道的地质环境给施工带来严重影响，这些特点为:温度
高，地温梯度大致为平均每300 m变化12摄氏度;原始地应力大，普遍存在岩爆和应力片落
现象;地下水压高，会加剧地下水涌人量和速度;岩石质量好，无风化、节理松散等现象，但
大断裂带可导致强烈的挤压。对以上问题已有了一定认识，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处理经验和
技术措施。  
        2.隧道扭进机（TBM）施工技术  

TBM施工技术近年来有了一定发展。其中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创造最高日掘进113 m
和最高月掘进1645 m的记录。 秦岭特长隧道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直径掘进机施工，
实现了铁路隧道首次采用掘进机进行全断面开挖，打破了我国铁路隧道采用单一的钻爆法开
挖的局面，使施工方法上了一个新台阶。由于掘进机的总体性能先进，从而保证了在坚硬岩
层条件下平均掘进速度超过1m/h，机器掘进时间占总时的40%左右，在同类硬岩条件下，
该掘进机施工技术指标实属世界先进水平。在掘进机配套设备的国产化和现代维修技术上迈
出了可喜的步伐，如平台拖车国产化、碴车国产化、除尘系统的改进和部分零件国产化、拖
拉装里国产化、刀具部件国产化和各种进口配件国产化等;采用了多项现代维修技术。  
        3.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法隧道施工技术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 1994年上海引进日本的超大型泥水加压
平衡盾构，盾构外径11.22 m，用于建造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南线，经受了穿越仓库、浅粗防
汛墙、地下车库、地下人行道、高层建筑等严峻考验，成功穿越了黄浦江，盾构曾创下日推
进13.5 m的速度，地表最大沉降点小于30 mm,接着，在南京越江隧道施工中在穿越砂层的
条件下使用盾构获得成功。北京地铁5号线试验段工程采用从德国进口的直径6.19 m的土压
平衡盾构进行试挖。广州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部分区间隧道也采用了盾构法。南京地
铁南北线一期工程的中也采用盾构法施工。正在建设的上海上中路隧道位于徐浦大桥和卢浦
大桥之间，建成后隧道外径达到14.5 m，采用直径为14.87 m的超大型盾构掘进机施工。国
内第一台双圆盾构在上海总装成功,能使上、下行隧道一次掘进完成,双圆盾构不久将投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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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建设中。  
        4.隧道沉管法施工  

全世界已建有107座沉管隧道，最大水深50 m，最大海水流速2.7m/s，最大长度5 825
m，最多车道8车道，我国已建成沉管隧道有上海金山供水隧道、黄浦江宁国路隧道、天津
海河隧道、宁波雨江隧道以及广州珠江隧道。沉管法修建水下隧道的优点在于对地质条件的
适应性强、隧道的覆盖层薄。从而使隧道总长度减小，隧道断面利用率高，防水可靠度高。
施工周期短及工程造价合理等。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竞争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
方向研究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动向、市场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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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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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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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相关概述
1.1水工隧道工程的概念
1.1.1水工隧道工程的定义
1.1.2水工隧道工程的特点
1.1.3水工隧道工程的应用
1.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统计标准
1.2.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统计口径
1.2.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统计方法
1.2.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数据种类
1.2.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研究范围
1.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1.3.1生产模式
1.3.2采购模式
1.3.3销售模式
1.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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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十三五”规划概述
2.1“十二五”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回顾
2.1.1“十二五”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运行情况
2.1.2“十二五”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特点
2.1.3“十二五”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成就
2.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十三五”总体规划
2.2.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十三五”规划纲要
2.2.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十三五”规划指导思想
2.2.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
2.3“十三五”规划解读
2.3.1“十三五”规划的总体战略布局
2.3.2“十三五”规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3.3“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精神解读

第三章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政治法律环境
3.1.1行业主管部门分析
3.1.2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3.1.3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3.1.4相关产业政策分析
3.1.5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3.1.6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3.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与GDP
3.2.2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3.2.3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2.4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3.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3.3.1水工隧道工程产业社会环境
3.3.2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3.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3.4.1水工隧道工程技术分析
1、技术水平总体发展情况
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新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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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水工隧道工程技术发展水平
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
2、与国外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的技术差距
3.4.3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3.4.4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四章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概述
4.12014-2017年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1.1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现状
4.1.2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特征
4.1.3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规模
4.22014-2017年全球主要地区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状况
4.2.1欧洲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2美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3日韩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32018-2023年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1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4.3.2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3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4.4全球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五章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概述
5.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1.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阶段
5.1.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5.1.3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5.22014-2017年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现状
5.2.1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规模
5.2.2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分析
5.2.3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企业发展分析
5.3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5.3.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面临困境
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对策探讨
5.3.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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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企业面临的困境
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企业的对策探讨
5.3.3国内水工隧道工程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六章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6.1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6.1.1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6.1.2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6.1.3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6.1.4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6.2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6.2.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工业总产值
6.2.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6.2.3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产销率
6.3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6.3.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供给分析
6.3.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需求分析
6.3.3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供需平衡
6.4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6.4.1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6.4.2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6.4.3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6.4.4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七章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细分市场调研
7.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细分市场概况
7.1.1市场细分充分程度
7.1.2市场细分发展趋势
7.1.3市场细分战略研究
7.1.4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7.2引水、输水隧洞
7.2.1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7.2.2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2.3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7.2.4产品市场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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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导流、泄洪隧洞
7.3.1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7.3.2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3.3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7.3.4产品市场潜力分析
7.4尾水隧洞
7.4.1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7.4.2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4.3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7.4.4产品市场潜力分析
7.5排沙隧洞
7.5.1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7.5.2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5.3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7.5.4产品市场潜力分析
7.6建议
7.6.1细分市场评估结论
7.6.2细分市场建议

第八章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市场规模分析
8.1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市场规模分析
8.22014-2017年我国水工隧道工程区域结构分析
8.3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区域市场规模
8.3.12014-2017年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8.3.22014-2017年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8.3.32014-2017年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8.3.42014-2017年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8.3.52014-2017年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8.3.62014-2017年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8.4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9.1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9.1.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9.1.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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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9.2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9.2.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9.2.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9.2.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9.2.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9.2.5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现有企业竞争
9.3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竞争SWOT分析
9.3.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优势分析
9.3.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劣势分析
9.3.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机会分析
9.3.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威胁分析
9.4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
9.4.1投资兼并重组现状
9.4.2投资兼并重组案例
9.5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领先企业竞争力分析
10.1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2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3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4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1）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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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11.1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市场趋势预测
11.1.1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市场发展潜力
11.1.2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11.1.3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11.2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2.1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趋势
11.2.2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市场规模预测
11.2.3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11.2.42018-2023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3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供需预测
11.3.1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供给预测
11.3.2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需求预测
11.3.3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供需平衡预测
11.4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11.4.1行业发展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11.4.2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11.4.3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11.4.4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11.4.5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11.4.6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二章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行业前景调研
12.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2.1.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12.1.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12.1.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项目建设分析
12.1.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12.1.5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主体构成分析
12.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2.2.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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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12.2.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2.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2.3.1产业链投资机会
12.3.2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12.3.3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12.3.4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12.4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12.4.1行业政策风险
12.4.2宏观经济风险
12.4.3市场竞争风险
12.4.4关联产业风险
12.4.5产品结构风险
12.4.6技术研发风险
12.4.7其他投资前景
12.5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12.5.1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2.5.2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最新投资动态
12.5.3水工隧道工程行业投资机会与建议

第十三章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企业投资规划建议与客户策略分析
13.1水工隧道工程企业投资前景规划背景意义
13.1.1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13.1.2企业做大做强的需要
13.1.3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13.2水工隧道工程企业战略规划制定依据
13.2.1国家政策支持
13.2.2行业发展规律
13.2.3企业资源与能力
13.2.4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13.3水工隧道工程企业战略规划策略分析
13.3.1战略综合规划
13.3.2技术开发战略
13.3.3区域战略规划
13.3.4产业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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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营销品牌战略
13.3.6竞争战略规划
13.4水工隧道工程中小企业投资前景研究
13.4.1中小企业存在主要问题
1、缺乏科学的投资前景
2、缺乏合理的企业制度
3、缺乏现代的企业管理
4、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5、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撑
13.4.2中小企业投资前景思考
1、实施科学的投资前景
2、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
3、实行严明的企业管理
4、培养核心的竞争实力
5、构建合作的企业联盟

第十四章研究结论及建议
14.1研究结论
14.2建议
14.2.1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14.2.2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14.2.3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特点
图表：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生命周期
图表：水工隧道工程行业产业链分析
图表：2014-2017年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2018-2023年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图表：2014-2017年水工隧道工程重要数据指标比较
图表：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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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利润情况分析
图表：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行业资产情况分析
图表：2014-2017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竞争力分析
图表：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市场价格走势预测
图表：2018-2023年中国水工隧道工程趋势预测分析
图表：投资建议
图表：区域投资前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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