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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直升机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直升机产业相关概述、中国直升机产业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直升飞机行

业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民用直升飞机市场运行。随后，报告对中国直升机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直升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直升机产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直升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直升机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这几年不管是从战争实践来讲也好，还是从民用方面看

，比如抢 险救灾、搜索救援、警用飞行都对直升机提出了非常强烈的需求。直升机所是我国

唯一的一个直升机整装研发基地，从交付军队的直升机产品看，可以说是接近世界 的先进水

平了。因此对直升机所做出的贡献，对直升机所现在的科研能力非常钦佩。当然与世界最先

进的直升机水平相比，还有一点差距，但是没关系，只要国家继 续用当前的力度来投资，并

且在人才、政策方面提供保证，我们的市场就可能长盛不衰，我们的发展就会有一个非常广

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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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用直升机 

  

     2014年1月，全球著名的航空专业杂志&mdash;&mdash;《Flightglobal》公布了2013至2014年

度世界空中力量发展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全球经济状 况依旧不明朗，各国财政支出紧缩导

致在军备建设上的投资均在下降，但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国在全球军备紧缩的情况下，仍然

是空中力量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而 中国的三代战斗机和特种军用飞机增速和增量堪称世界

之最。 



     就军用直升机机型而言：拥有量排名第一为美制黑鹰系列直升机，总数达到3325架，占全

球总量的18%；俄罗斯的米8系列数量为2160架，占比为 11%；美制UH1系列数量为1508架，

排名世界第三；排名第四的AH-64为世界上拥有量最多的武装直升机，总量达到1008架。排名

中7种直升机为 美制或美国授权生产，两种为俄制，一种为法国研发。 

  2013年全球军用直升机总量达到18826架                                          武装直升机机型             数量            

占比                               1             S-70/SH/UH-60             3，325             18%                               2            

Mi-8/17/171/172             2，160             11%                               3             UH-1             1，508             8%            

                  4             AH-64             1，008             5%                               5             CH-47             939             5%     

                         6             Mi-24/25/35             868             5%                               7             OH-58             758            

4%                               8             MD500             681             4%                               9             Bell 212/412             675 

           4%                               10             SA341/342             556             3%                               Other             6，348  

          34%                               合计             18826             100%                资料来源：《Flightglobal》、博思

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资料来源：《Flightglobal》、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资料来源：

《Flightglobal》、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据区域分布而言，北美地区军用直升机保有量达到5810架，占全球总量的30.9%；亚太地区

军用直升机保有量为4576架，占比为24.3%，欧洲地区军用直升机数量为3432架，占全球军用

直升机总量的18.2%。 

  2013年全球军用直升机分区域统计                             区域             数量：架                               欧洲          

  3432                               北美             5810                               拉美             1210                               俄罗斯和独联

体             1216                               亚太地区             4576                               中东             1247                               

非洲             1335                               合计             18826                 资料来源：《Flightglobal》、博思数据

研究中心整理      资料来源：《Flightglobal》、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民用直升机 

      根据荷兰RotorSpot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4月27日全球民用直升机保有量达

到41785架。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市场民用直升机 保有量达到21715架，占全球总量的52%

；欧洲地区保有量为7984架，占比为19.1%；亚洲地区民用直升机保有量为7008架，占比为

16.8%。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014年全球民用直升机保有量分区域统计                            区域             数量：架                               非

洲             2066                               大洋洲             3012                               亚洲             7008                               欧

洲             7984                               美洲             21715                               全球合计             41785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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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3-2032年中国飞机替换及新增需求预测：架 

图表：2013-2032年中国飞机交付量分机型统计：架 

图表：2013-2032年中国交付飞机将达7800亿美元 

图表：2013年全球军用直升机总量达到18826架 

图表：美制黑鹰系列直升机达3325架 

图表：AH-64为全球保有量最多的武装直升机 

图表：2013年全球军用直升机分区域统计 

图表：2013年全球军用直升机区域分布格局 

图表：2014年全球军用直升机区域分布图 

图表：2014年全球民用直升机保有量分区域统计 

图表：2013年中国军用直升机总量达到751架 

图表：2014年全球民用直升机保有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2014年全球民用直升机数量分国家统计：架 

图表：直升机军事用途 

图表：民用直升机用途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图表：2011-2020年全球直升机需求为23798架 

图表：2011-2020年全球直升机需求价值达到3093亿美元 

图表：2020年全球直升机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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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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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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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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