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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1年，世界海洋工程装备市场订单金额达690亿美元，创了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

长130%。同时也是海工装备订单首次超过同期新船订单金额，成为世界船舶工业新订单的主

要来源。该业内人士还表示，海工装备市场繁荣的背后是大量高价值订单的涌现，据统计

，2011年钻井装备和生产装备（含新建和改装）平均为3.97亿美元座（艘），要远高于船舶制

造方面的单价。  

      2012年全球海洋工程装备市场延续上一年态势，移动钻井平台、浮式生产平台以及海洋工

程船市场的表现都比较活跃，与极其低迷的常规船舶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11年和2012

年上半年的海洋工程市场订单，总体上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前2005～2008年间同期最高水平

。

      中国船厂作为海工市场上的新兴力量，依靠2005～2008年间的订造高峰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涌现出一大批建造企业。但是中国船厂与韩国、新加坡的企业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因

此，之前萧条市场情况下的有限订单主要流向韩国和新加坡企业。由于这一轮繁荣的市场行

情，几乎已将韩国和新加坡企业2014年之前的船位填满，而且预计未来数年海洋工程装备市

场，尤其是浮式生产平台市场将保持持续的繁荣态势，这将给中国船厂带来机会。中国船厂

凭借较早的交付时间，以及付款条件、融资支持等优势，有望扩大在海工市场上的份额。

      工信部2012年3月发布《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业年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元以上，其中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国际市场份额达到20%

；到2020年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亿元以上，其中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国际市场份额达到35%以上

。根据《规划》，我国将重点打造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三个产业集聚区

，2015年销售收入均达到400亿元以上，2020年提高到800亿元以上；重点培育5-6个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总承包商，2015年销售收入达到200亿元以上，2020年提高到400亿元以上。《规

划》还指出，2015年，国内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关键系统和设备的配套率达到30%以上，2020年

达到50%以上。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主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市场深度分析与前景发展战

略咨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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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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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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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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