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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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盾构机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八章。首先介

绍了盾构机相关概述、中国盾构机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盾构机市场发展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中国盾构机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盾构机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盾构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盾构机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盾构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盾构机，全名盾构隧道掘进机，是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工程机械。盾构机已广泛用于地铁

、铁路、公路、市政、水电等隧道工程。盾构掘进设备的推进系统基本实现了液压化。 

      盾构机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富有实践经验的高水

平研发团队及技术人员以保证企业研发持续性、制造水平先进性。目前，相 对于整个行业的

需求而言，国内高端盾构机行业严重缺乏技术研发人员，特别是具有国际性行业经验的高水

平技术研发人员和管理人才。我国盾构机行业的专业人才 基本来自企业自身的培养，行业新

进入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招聘及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研、生产团队，从而无法满足技术研

发及产品生产的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经济要素流动的加速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全球

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趋势明显，给国内制造业带来了产业升级和全面开 拓国际市场的发

展机遇，对于盾构机行业而言，依靠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以减少对技术、设

备引进的依赖，并提升国际竞争力，既是由生存压力带来 的迫切需求，也是向高层次产业升

级的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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