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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船舶电子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

报告介绍了船舶电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船舶电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船舶电子行业

的现状、中国船舶电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船舶电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船舶电子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船舶电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船

舶电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已进入国际造船大国行列，但国内船舶配套产业却非常弱小，企业普遍从德国等发达

国家进口船舶配套核心设备，致使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发动机、电子控制设 备等船舶关键配

套件一般都从国外进口，进口配套产品比例高达70%以上。目前世界船舶配套产业主要生产

厂家集中在西北欧和日本，我国虽然在柴油机、发电机 组、螺旋桨等船用配套设备的研发制

造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船舶导航设备、通信设备、操舵系统、控制系统等船舶配套电子

产品，还多采用国外产品。我国船舶 电子国产设备存在缺乏核心技术、没有品牌、没有国际

性的销售维护网络，以及产品单一、技术起点较低、系统性差、工艺落后等突出问题，基本

上还处于学习跟进 阶段。为了适应我国船舶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形势，提升中国船舶配套产业

特别是船舶电子产业的规模与水平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从发展趋势看，船舶电子技术正朝数 

字化、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用户对高性价比、高可靠性的要

求逐步提高，船舶电子产品的制造逐步向系列化、模块化和标准化方向发 展。从市场规模来

看，目前世界船舶配套产业市场规模约230亿&mdash;250亿美元，在船用设备中价值比较大的

设备基本为：柴油机、发电机组、螺旋桨、辅助锅 炉、甲板机械、操舵系统、导航及测量系

统、舱室系统、辅助系统、安全及救生系统，其中船舶电子产品价值约占15%。其特点是产

品种类多，用户分布面广，流 动性强，对价格和服务要求高，但对每种船用电子产品的需求

有限(不计船舶改造，每年全世界的大小船只的新船造船量约1万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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