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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7年中国海运市场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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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tiyongpin/2970729707.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6000元    纸介版：7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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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㩏�����䱭瞏�䆃挰��　　㙞瑎�䩞瓿�桴��絧��謠�����汗謠�谠�蕙�甀
便型”船下水共达139艘，新增加运力1270万载重吨，而且没有超龄船舶退役拆船。但全球
海运市场在运量需求、运价、运力3个方面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目前已经有运力过剩的
隐忧。截至到2006 年，全球25 年船龄以上的好望角型船58 艘，巴拿马型船179
艘，超大灵便型船122
艘。在未来的几年内，随着这些超龄船舶的陆续退出，又将给航运市场腾出2600 万载重吨
的运输空间。世界海运市场份额逐渐向排名靠前的大公司集中，世界超大型船公司挟其大型
船舶、运费决定权等优势与近海支线航运公司展开竞争，具有明显的优势，以近海支线业务
为主的航运公司面临激烈竞争，困难重重。未来三年的航运价格将在平稳中逐步下降，并不
会有大起大落的波动，皆因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国际航运仍有很大的需求。预测国际航运价
格在2007年会跌至谷低。到目前为止，我国从事国际航运的船公司已达231家，总运力达到
2210多万载重吨，居世界第九位。然而，全球国际海运货运量52亿吨，船舶运力7.9亿吨，
我国海运量占货物贸易总量的85%，我国船舶运力仅占世界海运总运力的2%，加上我国资
本的外国籍船舶运力也仅占世界海运总运力的4.5%，我国的国际海运发展存在严重深层次
问题。本研究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资委、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海关总署、国民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国际航运经济与物流研究所(ISL)
、等机构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海运业市场的国发展环境、发展现状、国际海运市场、细
分市场、重点企业、发展趋势及战略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是相关企事业单位准确了解目前中
国海运市场动态，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制定企业战略的重要参考依据。目 录第一章
国际海运市场分析第一节国际海运贸易分析一、海运贸易概览二、油轮海运贸易1、全面发
展2、原油产量3、精炼厂的发展4、天然气生产5、原油运输6、石油产品运输7、液化天然
气运输三、干货运输1、全球粗钢生产量2、世界钢铁消费3、铁矿石运输4、煤炭运输5、谷
物运输6、其它大宗散货运输四、集装箱班轮运输五、国家集团的全球运输六、运输服务需
求第二节2006年国际海运业发展分析一、2006年全球海运贸易增长情况二、2006年全球集
装箱船队扩张情况三、2006年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情况第三节 世界海运业发展现状分析一
、世界航运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二、全球海运运输链严重失衡三、世界海运市场发展不平衡四
、世界航运市场运力供需平衡很微妙五、世界主要航运大国船队保有现状六、世界海运业呈
现发展新格局七、世界航运大国未来船队发展八、世界航运市场发展前景分析第四节 国际
海运市场运价分析一、2006年附加费再成救市利器二、2007年大公司心态就是乐观三、航
运景气终归靠贸易第五节 部分国家海运业的发展一、韩国海运业二、日本海运业三、美国
海运业四、欧洲海运业五、希腊海运业六、泰国海运业七、印度海运业第六节
世界海运业新格局分析第二章 我国海运业发展环境分析第一节 海运业经济环境分析第二节
海运业政策环境分析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海运业的影响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我国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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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影响三、入世后的海运政策分析第三章 我国航运业发展分析第一节 2006年我国航运业
发展分析一、2006年我国航运业货物运输情况二、2006年我国集装箱运价情况三、2006年
我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情况第二节 我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分析一、我国建设国际航
运中心的背景二、中国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总体布局三、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四、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的战略取向第三节中国航运“运筹”全球版图一、创建世界级船队二、全球范围
拓码头三、密布航线占商机第四节 我国航运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一、航运生产要素状况二
、国内航运需求三、航运相关及辅助产业的状况四、航运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五、政府
作用第五节 航运企业投资港口的方式及带来的港口收益分析一、航运企业投资港口的主要
方式二、航运企业投资的港口收益分析第六节 跨国航运公司在华一体化战略分析一、跨国
公司在华一体化发展趋势二、跨国航运公司在华一体化战略对相关行业的冲击第四章
我国海运业市场分析第一节 我国海运业的回顾与展望分析一、海上交通运输业持续快速发
展二、不断完善水上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三、《国际海运条例》规范海运市场四、大力推
进港口的建设和发展五、保护海洋环境六、近期我国沿海港口总的规划发展目标第二节
中国海运业现状分析一、发展环境内外并蓄海运业搭上“开往春天的地铁”二、支撑经济崛起
船队向专业化、大型化、规模化发展三、拥有更多话语权 海运“中国因素”影响世界第三节
浙江海运发展分析一、浙江海运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二、加快浙江海运发展的对策建议第
四节 我国海运发展中的问题分析一、铁矿石需求助推价格疯涨二、钢铁企业进口损失巨大
三、中国海运发展刻不容缓四、拿运费造舰队机不可失第五节
全球竞争格局下的中国海运业发展一、船舶二、海洋贸易三、港口第六节 WTO对中国海运
业的影响和对策分析一、WTO对我国海运业的影响二、我国海运行业入世的应对措施第五
章 集装箱运输市场第一节 2007年上半年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回顾及展望一、市场需求总体
旺盛二、主要经济体增势不减三、集装箱货量需求旺盛四、市场运力快速增长五、运力增幅
保持高位六、租船、二手船市场仍处于历史高位七、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八、太平洋航线分析
九、亚欧航线分析第二节 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发展趋势一、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主要影
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向二、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主要趋势和特点三、班轮公司主要的应对策略
第三节 2006-2007年我国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一、2006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二、2006
下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三、2007年集装箱市场分析第四节 长江集装箱运输经营分析一
、长江集装箱运输经营模式二、长江集装箱物流经营发展模式第五节 中韩集装箱运输市场
前景分析一、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及前景分析二、中韩集装箱运输发展现状分析三、中韩集装
箱运输前景分析1、面临的机遇2、面临的挑战第六节 集装箱班轮业应对退税政策分析一、
航运市场出现短暂抢运高峰二、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结构型调整三、在调整中把握市场第七
节集 装箱班轮运输酝酿第四次革命分析一、第四期革命内涵何在二、巴拿马运河成为关键
因素三、业界互动是成功关键第八节 我国集装箱海运发展与展望分析一、2004年战略准备
阶段我国集装箱海运发展目标二、战略准备阶段我国集装箱海运发展评价三、未来集装箱海
运发展展望四、战略框架阶段我国集装箱海运的发展目标第六章 干散货运输市场第一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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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展望一、国际干散货海运需求分析二、国际干散货运力供给分析三
、国际干散货市场供需平衡分析四、国际干散货市场因素分析五、2007年市场走势展望第
二节 干散货海运市场现状分析一、市场有人散布恐慌二、船队增长率仅6-7%三、拆船加快
四、租船权遭操控第三节 2007年下半年我国铁矿石海运费分析预测一、海运费刺痛中国钢
铁企业二、中钢协预测运费即将回落三、巴西率先下手降低海运费第四节 煤炭海运机遇分
析一、未来地位“五年内中国能源消耗主要还是煤炭”二、需求趋势三、煤炭进口第五节铁矿
石海运费上升及对策分析一、2007年以来我国铁矿石进口价量同升二、海运费高涨成钢铁
业发展瓶颈三、钢铁企业应团结一致化解铁矿石运费上涨的瓶颈第六节
铁矿石海运存在的问题分析一、畸高的运价二、动脉曲张症三、供应链困局第七节 印度增
税引发我国铁矿石海运变局分析一、2006年中国铁矿石进口国别与比例二、我国铁矿石进
口需求影响国际市场走势三、我国铁矿石进口重心向巴西倾斜四、好望角型散货船供给紧缺
五、铁矿石海运市场还将有新变化第八节 干散货船舶经营现状分析与对策分析一、干散货
船舶经营成效显著二、干散货船舶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三、干散货船舶经营的发展对策第七
章 石油运输市场第一节 我国原油市场现状一、我国原油进口运输方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二
、我国原油来源和运输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三、原油运输中国轮改唱主角第二节 原油运输
市场投资分析一、油轮市场1、市场分布2、船型情况3、运价走势二、原油码头1、现有能
力2、规划方案第三节我国原油运输业发展战略分析一、世界原油产出与运输供需情况二、
中国的原油运输市场情况三、中国油轮运输发展问题的思考第四节 我国超级油轮市场分析
一、中国加速打造超级油轮二、海上运油依赖外轮三、日本海运公司敲竹杠四、超级油轮的
战略作用第五节 我国石油海运能力分析一、国内油轮船队的运力及承运份额二、油港的接
卸能力三、军事控制力四、溢油事故应急机制第六节 我国海上石油运输企业联合问题分析
一、国外海上石油运输企业的主要联合形式二、我国海上石油运输企业联合的必要性三、联
合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七节 我国石油海上运输安全体系及评价一、对国家石油安全及海上
运输安全体系的理解二、我国石油海上运输安全体系三、我国石油海上运输安全体系分析四
、对我国石油、海上运输安全体系的初步评价第八节
油气运输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一、油气运输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二、对策探讨第九节2
007石油运输市场分析预测一、世界石油分布和消费的特点二、中国石油消费现状三、中国
进口石油海运现状及对策第八章 LNG与LPG运输市场第一节
国际液化天然气航运市场分析第二节 LPG水运市场一、全球及中国LPG贸易现状及趋势二
、我国LPG水运市场现状三、我国LPG水运市场存在的问题四、我国LPG水运市场前景展望
第三节 我国LNG海运市场发展前景分析一、我国LNG市场分析二、我国LNG海运市场展望
三、我国LNG海运市场发展存在的不确定因素第九章 部分重点上市公司分析第一节 中国远
洋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中国远洋财务分析三、中国远洋资产整合分析第二节
中海发展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中海发展财务分析三、发展动态第三节
招商轮船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招商轮船财务分析第四节中远航运一、公司简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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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三、2006-2007年中海航运财务分析四、发展动态第五节
宁波海运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宁波海运财务分析第六节
中海集运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中海集运财务分析第七节
南京水运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南京水运财务分析三、发展动态第八节
中海海盛一、公司简介二、2006-2007年中海海盛财务分析第十章 船舶制造业第一节 世界
船舶制造业现状一、2006年全球船公司运力分析二、2007年全球新造船市场发展分析1、散
货船全面开花2、集装箱船竞相比大3、小型油船备受关注4、其它船型均有所表现5、采用
本币核算成为船厂首选第二节 国际船型需求及船价走势分析一、船型需求二、影响未来船
价的主要因素三、未来三年船价走势偏软第三节 中国船舶工业现状分析一、2006年全国船
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1、2006年我国船舶经济运行情况分析2、2006年我国船舶经济运行特
点分析3、我国船舶经济运行中问题分析4、预测及建议二、2007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分
析1、2007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分析2、2007年上半年船舶工业利润分析3、2007上半年中
国船用燃料油销量分析第四节 中国造船业盈利发展分析一、竞争优势5-10年不变二、综合
劳动成本优势明显三、劳动力优势仍将维持较长时间四、船舶设备配套率呈上升趋势五、存
在产能过剩和船价波动风险六、世界船舶行业景气长期向好七、航运市场高景气的四个原因
第五节 我国造船行业发展需求分析一、航运发展对船舶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二、未来一段时
间主要船型市场需求第六节 中国海运造船业发展格局分析一、追赶日韩二、向中国转移三
、冲破技术封锁线四、正面竞争五、标准之争六、积极应对第七节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战
略分析一、中国船舶工业已成为世界业一支重要力量二、船舶工业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的战略性产业三、中国船舶工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四、船舶工业在中国加入WTO后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五、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战略思路第十一章 港口码头第一节 我国港口业发展回
顾与“十一五”期间发展展望一、港口业的发展历程回顾二、我国港口取得的主要成就三、我
国港口“十一五”期间发展展望第二节 2007年上半年港口主要货种运输分析一、集装箱增长
速度高于2006年二、煤炭、火电拉动内需旺盛三、外贸铁矿石进口增速回落第三节 重点地
区港口运行情况分析一、长三角地区1、2007年上半年港口经济运行情况2、长三角港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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