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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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报告

系统全面的调研了内河水运的 市场宏观环境情况、行业发展情况、企业竞争力情况、产品品

牌价值情况等，以产品微观部分作为调研重点，采用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分

别对内河水 运产品的国内外技术情况、产品市场竞争情况、重点企业发展情况、产品品牌价

值以及产品营销策略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 

    中国自营内河航运始于19世纪70年代。民国成立以后﹐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在抗日战争

期间遭受较大损失﹐至40年代末未能恢复。中国有江河五千多条﹐总长度四十二万多公里。

其中长度在一千公里以上的外流河有十五条﹐在中国发展内河航运具有很多优越条件。鸦片

战争以后﹐外国轮船自由航行于中国的沿海与内河﹐航运业大半操诸外商之手﹐外船凭借雄

厚资本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处于垄断地位。在外国航运势力压迫下﹐中国内河航运业只得

到微弱的发展。1911年全国有五百九十六个轮船企业﹐共有资本两千一百八十四万元﹐各种

轮船一千零九十七艘﹐合计总吨十四万七千零八十七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内河航

运曾一度蓬勃发展。1914年虞洽卿在上海创办三北轮埠公司﹐至1933年已拥有轮船三十三艘

﹐开辟上海至宁波﹑天津﹑福州及长江航运等航线。该公司和虞洽卿经营的宁波轮船公司在

航运业中自成一系。1925年﹐卢作孚集资五万元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战前有轮船

四十六艘﹐为后方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据国民政府交通部统计﹐战前全国共有江轮三

千三百三十三艘﹐计二十万八千六百一十七吨。 

    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凭借其干支直达、通江达海的优势，实现以内河主要港口为核心的内

河航运体系与我国沿海港口、远洋运输体系的相互沟通和衔接，将为我国沿江外向型经济发

展、融入世界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将对促进我国沿海、沿江产业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近几年交通运输受土

地紧张、资源匮乏、环境保护、油价上涨等约束性因素的影响日益加大，内河航运的比较优

势更加突出。因此，有关地方政府有必要从长远出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加大对内河航道

治理的投入，使内河航运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也是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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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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