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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内河水运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

主要分析了中国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环境;美国与欧盟内河水运发展经验借鉴;中国内河水运行

业的发展情况;中国内河水运的网络治理模式;中国内河水运的信息化应用模式;中国内河水运

行业重点区域发展前景展望;中国内河港口发展前景展望;内河水运行业相关企业经营情况;以

及内河水运行业投资风险及规模预测。同时，佐之以全行业近5年来全面详实的一手市场数据

，让您全面、准确地把握整个内河水运行业的市场走向和发展趋势，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中国内河水域丰富，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总里程43万多公里，大小湖

泊900多个，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超过12万km。内河水运是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是内陆

腹地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之间连接的重要纽带，是综合运输体系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其它运输方式相比，内河水运具有运量大、占地少、成本低、能耗小、污染少

等优势。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是水运发展速度最快、服务能力提升最显著的五年。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大陆与台湾实现了两岸海上直航。水运投资规模和基础设 施能

力成倍增长，港航企业经营效益显着提升。沿海港口新增通过能力30亿吨，是&ldquo;十

五&rdquo;期的5倍;沿海船舶运力超过4000万载重吨，是&ldquo;十五&rdquo;末的2 倍;内河水运

建设投资规模是&ldquo;十五&rdquo;期的3倍多。 

　　&ldquo;十二五&rdquo;期是内河水运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1年1月，《国务院关于

加快长江等内 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发布，内河水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3月，交通运

输部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lt;国务院关于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 见&gt;的实施意见》，提

出到2015年，力争全国内河高等级航道达标里程比&ldquo;十一五&rdquo;末增加3000公里，港

口吞吐能力增加13亿吨，船舶平均吨位从 &ldquo;十一五&rdquo;末的450吨提高到800吨左右，

同时单位运输成本较2010年降低10%。预计在&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投向全国内河水运

建设的资金将达到2000 亿元，是&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的两倍，其中中央投资占450亿元

，是&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的2.7倍，内河水运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第1章：中国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综述 

1.1 内河水运行业的相关概述 

1.1.1 内河水运行业的定义 

1.1.2 内河水运的社会功能 

1.2.1 内河水运的比较优势 



1.2 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研究 

1.2.1 社会和环境效益研究 

1.2.2 环境成本的比较研究 

2.1 内河水运的地位以及作用 

2.1.1 内河水运行业的社会贡献 

2.1.2 内河水运行业的经济作用 

2.1.3 内河水运在运输体系中的地位 

2.3.1 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2章：中国内河水运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1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内河水运的发展规划解读 

2.1.2 内河水运的主要政策解读 

2.2 欧盟内河水运安全监管法律政策 

2.2.1 航运安全监管法律在航运中的地位 

2.2.2 欧盟内河水运的安全监管机构介绍 

2.2.3 欧盟内河水运安全监管法律及政策 

2.2.4 欧盟内河水运的安全监管法律借鉴 

2.3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3.1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3.2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3.3 行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第3章：美国与欧盟内河水运发展经验借鉴 

3.1 中美欧内河水运的运输状况对比 

3.1.1 中美欧内河航道长度对比 

3.1.2 中美欧内河运输任务对比 

3.2.1 中美欧内河运输份额对比 

3.3.1 中美欧内河运输货种对比 

3.4.1 中美欧内河集装箱运输情况 

3.4.2 中美欧内河运价与服务水平 

3.4.3 中美欧内河水运综合比较 



3.2 中美欧内河水运的管理体制对比 

3.2.1 中美欧内河水运管理机构对比 

3.2.2 中国内河水运的管理体制分析 

3.2.3 美国内河水运的管理体制分析 

3.2.4 欧盟内河水运的管理体制分析 

3.2.5 美国与欧盟管理体制经验评价 

3.3 中美欧内河水运政策与规划评析 

3.3.1 中美欧内河水运政策目标和规划 

3.3.2 中国内河水运的政策与规划分析 

3.3.3 美国内河水运的政策与规划分析 

3.3.4 欧盟内河水运的政策与规划分析 

3.3.5 美国与欧盟政策与规划经验评估 

3.4 中美欧内河水运的市场发展分析 

3.4.1 中美欧内河船队与所有者构成 

（1）中国内河船队与所有者构成 

（2）美国内河船队与所有者构成 

（3）欧盟内河船队与所有者构成 

3.4.2 美国与欧盟内河市场经验比较 

3.5 中国内河水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3.5.1 内河水运可持续发展的五个方面 

3.5.2 内河水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3.5.3 欧美发达国家内河水运发展启示 

3.5.4 内河水运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 

第4章：中国内河水运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1 中国水运行业运行态势 

4.1.1 全球航运市场发展概况 

（1）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 

（2）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分析 

（3）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分析 

4.1.2 中国港口运行情况分析 

（1）港口旅客吞吐量分析 



（2）港口货物吞吐量分析 

（3）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析 

（4）重点物资港口吞吐情况 

4.2.1 中国航运市场运行情况 

（1）水路旅客运输量分析 

（2）水路货物运输量分析 

（3）集装箱航运市场分析 

（4）沿海散货航运市场分析 

4.3.1 中国长江航运市场行情 

（1）长江航运景气情况分析 

（2）干散货航运市场运价情况 

（3）集装箱航运市场运价情况 

4.2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概况 

4.2.1 内河水运的发展基础分析 

4.2.2 全国的内河通航里程分析 

4.2.3 内河水运企业的发展状况 

4.2.4 内河水运的建设重点分析 

4.2.5 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建议 

4.3 中国三大内河水系港口发展状况 

4.3.1 长江干线港口发展状况分析 

（1）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 

（2）长江干线港口旅客吞吐量 

（3）长江干线港口规划与建设 

（4）长江干线港口物流发展分析 

4.3.2 珠江水系港口发展状况分析 

（1）珠江水系港口发展概况 

（2）珠江水系港口发展特点 

（3）珠江水系港口发展规划 

4.3.3 京杭运河港口发展状况分析 

（1）京杭运河山东段发展分析 

（2）京杭运河江苏段发展分析 

（3）京杭运河浙江段发展分析 



第5章：中国内河水运网络治理模式分析 

5.1 中国内河水运管理的现状分析 

5.1.1 中国内河水运管理的历史沿革 

5.1.2 中国内河水运管理结构的现状 

5.2.1 中国内河水运管理存在的问题 

5.2 发达国家内河水运治理模式分析 

5.2.1 发达国家内河水运治理模式分析 

（1）法国内河水运管理模式分析 

（2）德国内河水运管理模式分析 

（3）美国内河水运管理模式分析 

5.2.2 发达国家内河水运治理的管理政策 

5.2.3 发达国家内河水运网络治理的启示 

5.3 中国内河水运网络治理模式构建 

5.3.1 中国内河水运网络治理模式的构建 

（1）内河水运网络治理模式的构建原则 

（2）内河水运网络治理基本模式的构建 

（3）内河水运网络治理的主要工具分析 

5.3.2 中国内河水运网络治理的典型模式 

（1）部委之间的网络治理模式 

（2）部委与地方网络治理模式 

（3）公私合作的网络治理模式 

5.3.3 内河水运网络治理模式的运行流程 

5.3.4 内河水运网络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 

5.4 中国内河水运网络治理实施对策 

5.4.1 内河水运网络治理的战略及规划 

5.4.2 内河水运网络治理基础平台构建 

5.4.3 内河水运网络治理结构与团队建设 

5.4.4 内河水运网络治理主体间关系调整 

第6章：中国内河水运信息化应用模式分析 

6.1 国内外内河水运信息化的发展概况 

6.1.1 国外内河水运信息化的发展现状 



6.1.2 中国内河水运信息化的发展现状 

6.2.1 中国内河水运信息化的需求分析 

6.3.1 中国内河水运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6.2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架构分析 

6.2.1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的概述 

6.2.2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的架构 

6.2.3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的标准 

6.2.4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关键技术 

6.3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的功能设计 

6.3.1 信息服务平台的设计 

（1）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方案 

6.3.2 一体化应用终端的设计 

（1）导航终端的设计 

（2）船用AIS终端的设计 

（3）车/船终端的设计 

（4）船公司终端的设计 

（5）港口终端的设计 

（6）VTS终端的设计 

（7）船闸终端的设计 

（8）航道终端的设计 

（9）引航终端的设计 

（10）应急终端的设计 

（11）船代终端的设计 

（12）货代终端的设计 

（13）110终端的设计 

6.4 内河水运一体化应用体系的功能实现 

6.4.1 数字港口一体化应用的功能实现 

6.4.2 船舶和港口一体化应用的功能实现 

第7章：中国内河水运重点区域发展前景展望 

7.1 江苏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1.1 江苏省发展内河水运的基础条件 



7.1.2 江苏省内河水运完成吞吐量情况 

7.2.1 内河水运在江苏综合运输的地位 

7.3.1 江苏省干线航道网布局规划分析 

7.4.1 江苏省内河港口的发展战略分析 

7.4.2 江苏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2 浙江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2.1 浙江省内河水运完成吞吐量情况 

7.2.2 浙江省内河水运功能和作用分析 

7.2.3 浙江省内河水运的布局规划分析 

7.2.4 浙江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3 湖南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3.1 湖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3.2 湖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滞后症结 

7.3.3 湖南省湘江干流航道的发展规划 

7.3.4 湖南省内河水运发展建议与对策 

7.3.5 湖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4 安徽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4.1 安徽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4.2 安徽省内河水运的布局方案分析 

7.4.3 安徽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目标分析 

7.4.4 安徽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5 湖北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5.1 湖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5.2 湖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目标分析 

7.5.3 湖北省内河水运的航道布局分析 

7.5.4 湖北省内河水运的港口布局分析 

7.5.5 湖北省内河水运的运输需求预测 

7.6 广东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6.1 广东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6.2 广东省内河水运的发展趋势分析 

7.6.3 广东省内河水运的发展规划分析 

7.6.4 广东省内河水运的发展战略选择 



7.6.5 广东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7 广西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7.1 广西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7.2 广西内河水运发展的综合评价 

7.7.3 广西内河水运发展存在的问题 

7.7.4 广西内河水运客货运输量预测 

7.7.5 广西内河水运的发展规划分析 

7.7.6 广西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8 四川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8.1 四川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8.2 四川省内河航道的布局方案分析 

7.8.3 内河水运规划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7.8.4 规划航道建设规模的适宜性分析 

7.8.5 四川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目标分析 

7.9 云南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9.1 云南省内河水运发展现状及评价 

7.9.2 内河客货运量及港口吞吐量预测 

7.9.3 云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规划分析 

7.9.4 云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10 江西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10.1 江西省内河水运发展现状及评价 

7.10.2 内河客货运量及港口吞吐量预测 

7.10.3 江西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目标分析 

7.10.4 江西省内河水运的航道规划分析 

7.10.5 江西省内河水运的港口规划分析 

7.10.6 江西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11 贵州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11.1 贵州省内河水运发展现状及评价 

7.11.2 贵州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形势分析 

7.12.1 内河客货运量及港口吞吐量预测 

7.13.1 贵州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目标分析 

7.14.1 贵州省内河水运的规划方案分析 



7.14.2 贵州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7.12 海南省内河水运发展前景展望 

7.12.1 海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现状分析 

7.12.2 海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趋势分析 

7.12.3 海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目标分析 

7.12.4 海南省内河水运的航道规划分析 

7.12.5 海南省内河水运的发展前景展望 

第8章：中国主要内河港口发展前景展望 

8.1 苏州港 

8.1.1 苏州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经济腹地 

8.1.2 苏州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2.1 苏州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2 南通港 

8.2.1 南通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2.2 南通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2.3 南通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3 南京港 

8.3.1 南京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3.2 南京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3.3 南京港发展规划 

（1）港口发展规划 

（2）港口发展前景 

8.4 湖州港 

8.4.1 湖州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4.2 湖州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4.3 湖州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5 江阴港 



8.5.1 江阴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5.2 江阴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5.3 江阴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6 镇江港 

8.6.1 镇江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6.2 镇江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6.3 镇江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7 嘉兴港（内河） 

8.7.1 嘉兴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7.2 嘉兴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7.3 嘉兴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8 上海港（内河） 

8.8.1 上海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8.2 上海港腹地内河航运分析 

（1）上海港腹地内河航运的发展概况 

（2）上海港腹地内河港口的运营模式 

（3）上海港腹地内河港口存在的问题 

（4）纽约港腹地内河航运发展的启示 

8.8.3 上海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9 杭州港 

8.9.1 杭州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9.2 杭州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吞吐量 

8.9.3 杭州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10 岳阳港 

8.10.1 岳阳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10.2 岳阳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吞吐量 

8.10.3 岳阳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11 芜湖港 

8.11.1 芜湖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11.2 芜湖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12.1 芜湖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8.12 武汉港 

8.12.1 武汉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12.2 武汉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12.3 武汉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发展前景 

第9章：中国内河水运相关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1 中国内河运输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1.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输设施设备 

（4）企业运营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 



9.1.2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运营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2 中国内河港口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2.1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港口环境以及资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 

9.2.2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输设施设备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 

9.2.3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 

9.2.4 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 

9.2.5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 

第10章：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投资风险及规模预测 

10.1 中国内河水运的发展风险分析 

10.1.1 内河水运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10.1.2 内河水运行业经济风险分析 

10.2.1 内河水运关联行业风险分析 

10.3.1 内河水运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10.4.1 内河水运行业经营风险分析 

10.2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投融资分析 

10.2.1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投资分析 

（1）内河水运行业投资模式分析 

（2）内河水运行业最新投资动向 

（3）&ldquo;十二五&rdquo;行业投资规模预测 

10.2.2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融资分析 

（1）内河水运行业融资模式分析 

（2）内河水运行业融资渠道分析 

（3）内河水运行业融资规模分析 

10.2.3 中国内河港口行业投融资分析 

（1）内河港口建设项目的分类 

（2）内河港口投融资特征分析 



（3）内河港口投资主体的分类 

（4）内河港口投融资政策分析 

10.2.4 国外港口投融资体制的启发 

（1）国外港口管理体制和投融资体制 

（2）主要国家投融资体制的比较分析 

（3）对完善中国港口投融资体制的启发 

10.3 中国内河水运的发展规模预测 

10.3.1 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0.3.2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行业的发展重点 

10.3.3 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前景展望 

10.3.4 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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