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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地质工程行业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

报告由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通过周密的市场调研，参考国家统计局、经信委、中国国土资源

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等机构发布的最新权威数据，并对多位业

内资深专家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市场研究的工具、理论和模型撰写而成。本报

告主要 分析了我国地质工程行业发展状况、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市场及其细分领域的发展状况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市场及其细分领域的发展状况、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市场及其 细分领域的

发展状况、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市场及其细分领域的发展状况、地质工程行业区域市场发展状

况、地质工程企业经营情况、地质工程行业的市场机会及投融 资策略,并对地质工程行业未来

五年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分析预测等。 

    目前，中国正处于水利、水电、道路、桥梁、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并驾齐驱的期间，工业

化、城市化、乡村现代化、保护和改善环境等同时并举的阶段。我国人口众多，地质条件复

杂，气候差异很大，涉及地质工程的项目之多、规模之大、技术之复杂、保护环境之困难，

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作为建设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质工程产业来说，工程地

质勘察工作的质量对工程方案的决策和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

产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应调整将影响工程地质勘察行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地质工

程勘察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和复杂。随着工程地质勘察技术发展完善，地质行业市场前景

广阔。 

    近年国家支持地质找矿政策制度日趋完善，国家财政支持地质找矿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

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带动了社会多元化勘查投资的进入，矿产

资源勘查力度明显加大，地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2012年全国地质矿产勘查投资总额1259.24

亿元。矿产开发整合持续加强，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新立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持续减

少。中国部署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将地质找矿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国土资源部《全国

矿产资源规划》，2011-2014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新增探明储量平均为2008-2010年的2倍左右。

预测2011-2014年，中国地质勘查费总投入将超过5300亿元。未来，中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将

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投资平台，鼓励民营企业投入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地质矿产勘查

工程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随着当前全球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将更加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使地质

工程产业增添新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地质灾害防治业务已成为众多地质

工程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我国将加



大对全国18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包括长江三峡库区、汶川、玉树、川南

滇北、鄂西湘西、湘中南、云贵高原、滇西横断山、桂北桂西、浙闽赣丘陵山地、陕北晋西

、黄土高原西南、陇南陕南秦巴山地、新疆伊犁、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汾

渭盆地等地区的各种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并要加大地质灾害调查力度，完成地质灾害防治

区2050个县（市）地质灾害年度排查，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1036个县（市）的1：5万地质灾害

调查，4900个重点集镇的地质灾害勘查，建立全国地质灾害调查信息系统。开展地面沉降地

裂缝灾害多发区1：5万为主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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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下水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二、地下水物理勘探技术分析 

三、地下水资源勘查工程分析 

四、地下水资源合理开采分析 

五、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第五章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第一节 地质灾害造成损失情况分析 

一、中国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分析 

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情况 

三、地质灾害造成经济损失情况 

第二节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一、地质灾害基础调查情况分析 

二、地质灾害治理资质企业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情况 

四、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建设情况 

五、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及实践经验 

第三节 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一、矿区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分析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投入 

三、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情况 

四、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分析 

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市场机会 

第四节 洪涝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一、洪涝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分析 

二、洪涝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 

（一）防洪工程计划投资规模 

（二）防洪工程计划投资来源 

（三）防洪工程完成投资规模 



三、流域治理工程建设投资分析 

（一）大江大河冶理投资情况 

（二）中小流域治理投资情况 

四、洪涝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情况 

五、洪涝地质灾害防治市场机会 

第五节 地震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一、地震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分析 

二、地震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 

三、地震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情况 

四、地震地质灾害防治市场机会 

第六节 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一、山体滑坡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分析 

二、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 

三、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情况 

四、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防治市场机会 

第七节 隧道施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一、隧道施工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分析 

二、隧道施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 

三、隧道施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情况 

四、隧道施工地质灾害防治市场机会 

第六章 中国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一节 水利水电地质工程市场分析 

一、水资源储量分布及投资分析 

（一）水资源储量分布情况 

（二）水资源工程投资规模 

（三）水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分析 

（一）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方法 

（二）水利工程地质勘察分析 

（三）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分析 

三、水利工程建设投资情况分析 

（一）水利建设投资规模 



（二）水利工程建设状况 

（三）水利工程核准情况 

四、水电工程建设投资情况分析 

（一）水电建设投资规模 

（二）水电工程建设状况 

（三）水电工程核准情况 

五、水利水电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一）大型水利水电项目汇总 

（二）江河流域水土工程建设情况 

（三）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情况分析 

六、水利水电工程发展规划分析 

第二节 房屋建筑地质工程市场分析 

一、房屋建筑工程投资规划分析 

二、房屋建筑工程地质勘察状况 

（一）房屋工程地质勘察内容 

（二）房屋工程地质勘察技术 

三、房屋建筑工程建设情况分析 

（一）房地产土地的开发面积 

（二）房地产施竣工面积情况 

四、房屋建筑工程市场需求分析 

（一）办公楼建筑工程需求 

（二）商品住房建筑工程需求 

（三）工业地产建筑工程需求 

（四）学校房屋建筑工程需求 

（五）体育馆房屋建筑工程需求 

（六）公共图书馆建筑工程需求 

（七）卫生机构房屋建筑工程需求 

（八）餐饮住宿房屋建筑工程需求 

（九）星级酒店房屋建筑工程需求 

五、建筑工程地质勘察存在的问题 

六、房屋建筑工程领域发展的方向 

七、房屋建筑地质工程的市场前景 



第三节 核电工业地质工程市场分析 

一、核电工业工程投资状况分析 

二、核电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分析 

（一）企业数量情况 

（二）从业人员情况 

（三）工程勘察合同额 

（四）科技研发费用 

（五）营业收入情况 

（六）企业运营效益 

三、核电工程地质勘查状况分析 

四、核电工程建设项目情况分析 

五、核电工业工程建设前景分析 

第七章 中国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一节 综合交通运输规划分析 

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规划分析 

（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构成 

（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特性 

（三）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布局规划 

二、综合交通运输通道规划分析 

（一）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的特征 

（二）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的作用 

（三）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的分类 

（四）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布局规划 

三、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分析 

（一）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功能特征 

（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分类分析 

（三）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影响因素 

（四）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发展条件 

（五）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布局规划 

四、交通运输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第二节 公路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一、公路工程建设投资情况分析 



（一）公路工程投资规模分析 

（二）公路投资资金来源情况 

（三）公路运营里程规模分析 

二、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一）高速公路路网分布情况 

（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情况 

三、公路工程地质勘察状况分析 

（一）公路工程地质勘察内容 

（二）公路工程地质勘察现状 

（三）路基工程地质勘察分析 

（四）桥梁工程地质勘察分析 

（五）隧道工程地质勘察分析 

四、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分析 

（一）企业数量情况 

（二）从业人员情况 

（三）工程勘察合同额 

（四）科技研发费用 

（五）营业收入情况 

（六）企业运营效益 

五、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情况分析 

第三节 铁路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一、铁路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二、铁路运营通车里程规模分析 

三、铁路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分析 

（一）企业数量情况 

（二）从业人员情况 

（三）工程勘察合同额 

（四）科技研发费用 

（五）营业收入情况 

（六）企业运营效益 

四、铁路项目勘探遥感技术应用 

五、铁路工程建设项目情况分析 



第四节 航空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一、航空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二、航空机场投资建设规模分析 

三、航空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分析 

（一）企业数量情况 

（二）从业人员情况 

（三）工程勘察合同额 

（四）科技研发费用 

（五）营业收入情况 

（六）企业运营效益 

四、机场工程地质勘查状况分析 

五、机场工程建设项目情况分析 

第五节 水运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一、水运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二、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分析 

（一）企业数量情况 

（二）从业人员情况 

（三）工程勘察合同额 

（四）科技研发费用 

（五）营业收入情况 

（六）企业运营效益 

三、港口码头的布局及投资情况 

（一）港口码头布局情况分析 

（二）港口码头建设投资规模 

（三）港口码头泊位建设情况 

四、港口码头工程地质勘查状况 

五、港口码头工程建设项目情况 

第六节 轨道交通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一、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情况分析 

（一）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情况 

（二）城际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三）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 



二、轨道交通工程投资建设情况 

（一）轨道交通工程投资规模 

（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情况 

三、地铁工程地质勘查现状分析 

四、地铁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五、轨道工程地质勘查前景分析 

第三篇 区域市场篇 

第八章 中国地质工程区域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一节 山东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二节 浙江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三节 江苏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四节 福建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五节 广东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六节 广西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七节 辽宁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八节 山西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九节 湖南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十节 湖北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十一节 四川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十二节 云南省 

一、地质勘查工程资质企业分析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发展分析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展分析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发展分析 

第四篇 企业发展篇 

第九章 中国地质工程行业领先企业运营分析 

第一节 矿产勘查开采地质工程企业分析 

一、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二、中铁资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结构情况 

（四）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五）企业勘查设备分析 

三、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结构情况 

（四）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五）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六）企业技术优势分析 

四、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结构情况 

（四）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五）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五、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四）企业组织结构情况 

（五）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六、内蒙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七、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地质勘查资质 

（五）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六）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八、河南博奥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结构情况 

（四）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九、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十、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第二节 土木建筑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企业分析 

一、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二、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三、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四、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五、上海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六、天津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七、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八、山东泰山地质勘查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九、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十、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十一、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十二、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十三、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四）企业工程资质分析 

（五）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第五篇 前景策略篇 



第十章 博思数据关于地质工程行业前景机会及投融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4-2020年中国地质工程行业发展前景 

一、地质工程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市场前景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市场前景 

四、土木建筑地质工程市场前景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市场前景 

第二节 2014-2020年中国地质工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地质工程市场投资壁垒分析 

（一）市场准入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壁垒 

（四）经验壁垒 

二、矿产勘探开采工程投资机会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投资机会 

四、水利水电地质工程投资机会 

五、交通建设地质工程投资机会 

第三节 2014-2020年中国地质工程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分析 

二、经济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项目投资风险 

第四节 2014-2020年中国地质工程企业投融资策略分析 

一、地质工程企业投融资策略分析 

二、地质工程勘查企业投融资特点 

三、地质工程勘查投融资模式分析 

四、地质工程企业投融资渠道与选择分析 

（一）地质工程企业融资方法与渠道简析 

（二）利用股权融资谋划企业发展机遇 

（三）利用政府杠杆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四）适度债权融资配置自身资本结构 

（五）关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投资动向



    本报告权威、专业。报告根据地质工程行业的发展轨迹及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地质工程行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前景作出审慎分析与预测，是地质工程企业准确了解行业当前最新发展

动态，把握市场机会，正确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必备参考工具，极具参考价值！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qtyjkch1410/A25043M9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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