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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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定义、分类及特征等，接着分析了国内外高端装备制造业的

发展概况，然后具体介绍 了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卫星制造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智

能制造装备的发展情况。随后，报告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做了重点区域分析、产业园分析

、政策 分析和规划分析，最后分析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点招商目标企业。

    高端装备制造是 装备制造产业中技术密集度最高的产业，是未来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实

力的重要标志。高端装备制造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技术资金密集等特点。 

积极抢占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是发达国家谋求工业强国地位的战略重点。因此《国务院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高端装备制造作为未来很长一段 时期内提升中国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并作为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进行扶持和发展。 

　　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航空装备业、卫星制造与应用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业、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装备业等五大细分领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

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 强，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已具备

了相当的基础。目前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已初步形成以环渤海、长三角地区为核心，中西部地

区快速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 

　　在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的背景下，未来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将进入高速成长期，综合实

力与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初步满足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需要

，成为世界主要的高端装备制造国家之一。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需要技术、人才的支撑，需要政策的配套，也需要产业的配套。当

前，政府有关部门首先要做的是鼓励和支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高端制造业

发展的环境，在信贷政策、财税政策、科研政策、人才政策、土地政策等诸多方面给予重点

扶持。

报告目录： 

  

第一章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概述 

1.1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概念界定 

1.1.1　定义简析 

1.1.2　行业特征 



1.1.3　发展模式 

1.1.4　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1.1.5　与传统制造业之间的关系 

1.2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分类简述 

1.2.1　航空装备业 

1.2.2　卫星制造与应用业 

1.2.3　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 

1.2.4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1.2.5　智能制造装备业 

1.3　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与意义 

1.3.1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位置 

1.3.2　对周边产业的巨大带动作用 

1.3.3　对提升工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作用 

1.3.4　对实现工业转型提升的重要意义 

1.3.5　能全面反映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 

  

第二章 2013-2015年国际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分析 

2.1　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业空间布局状况 

2.1.1　整体分布特征 

2.1.2　美国 

2.1.3　欧盟 

2.1.4　俄罗斯 

2.1.5　亚洲（除中国外） 

2.2　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经验 

2.2.1　主要模式分析 

2.2.2　具体措施分析 

2.2.3　成功经验借鉴 

  

第三章 2013-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综合分析 

3.1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概况 

3.1.1　产业基本状况 

3.1.2　行业发展进程 



3.1.3　行业国际地位 

3.1.4　政策支持行为 

3.1.5　影响因素分析 

3.1.6　商业模式探索 

3.2　2013-2015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运行现状 

3.2.1　产业态势分析 

3.2.2　行业运行现状 

3.2.3　行业景气状况 

3.2.4　项目投资状况 

3.3　2013-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研究状况 

3.3.1　关键技术领域分析 

3.3.2　主要技术成果分析 

3.3.3　材料科技成果分析 

3.3.4　技术进展状况分析 

3.4　央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探析 

3.4.1　地位及作用 

3.4.2　现状分析 

3.4.3　问题分析 

3.4.4　相关建议 

3.5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5.1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3.5.2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与美国差距分析 

3.5.3　高端装备制造业亟需实现市场化主导 

3.5.4　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对策 

3.5.5　大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 

3.5.6　金融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策略 

3.6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前景趋势分析 

3.6.1　行业前景展望 

3.6.2　市场规模预测 

3.6.3　投资机会分析 

3.6.4　发展方向分析 

  



第四章 2013-2015年航空装备行业分析 

4.1　2013-2015年全球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综述 

4.1.1　国际航空装备市场发展形势 

4.1.2　国际航空装备巨头市场表现 

4.1.3　亚太地区航空装备发展现状 

4.1.4　日本航空武器装备研发现状 

4.1.5　英国航空装备行业发展现状 

4.1.6　俄罗斯航空装备业振兴计划 

4.2　2013-2015年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概况 

4.2.1　行业战略意义 

4.2.2　行业总体情况 

4.2.3　政策环境分析 

4.2.4　行业规模状况 

4.2.5　进出口状况 

4.2.6　产业投资特征 

4.2.7　行业发展动态 

4.3　2013-2015年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业区域格局 

4.3.1　总体分布状况 

4.3.2　环渤海地区 

4.3.3　长三角地区 

4.3.4　珠三角地区 

4.3.5　中部地区 

4.3.6　西部地区 

4.4　2013-2015年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业企业格局 

4.4.1　飞机制造与维修 

4.4.2　航空发动机制造 

4.4.3　航空电子制造 

4.4.4　航天器产品制造 

4.5　大飞机产业分析 

4.5.1　我国大飞机项目概述 

4.5.2　国产大飞机研发现状 

4.5.3　C919大型客机订单量现状 



4.5.4　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及各相关供应商分析 

4.5.5　中国大飞机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4.5.6　国外大客机制造给中国的启示 

4.6　通用飞机制造业分析 

4.6.1　通用飞机的基本概述 

4.6.2　世界通用飞机市场交付规模 

4.6.3　中国通用飞机产业发展概况 

4.6.4　我国通用飞机的研制与产业格局 

4.6.5　国内通用飞机制造企业积极应对外资竞争 

4.7　航空发动机产业分析 

4.7.1　航空发动机的基本概述 

4.7.2　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主要特点 

4.7.3　商用航空发动机发展状况 

4.7.4　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格局 

4.7.5　中国军用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 

4.7.6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4.7.7　我国航空发动机列入重大科技项目 

4.8　航空装备制造技术发展分析 

4.8.1　世界飞机先进制造技术概况 

4.8.2　中国航空装备技术研发现状 

4.8.3　我国大型飞机研制中的关键技术 

4.8.4　国产航空发动机重要技术获进展 

4.8.5　中国大飞机项目10项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4.8.6　航空零件的数控加工技术发展概况 

4.9　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4.9.1　中国航空制造业发展机遇来临 

4.9.2　中国航空装备业发展趋向分析 

4.9.3　通用航空产业的成长空间分析 

  

第五章 2013-2015年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分析 

5.1　2013-2015年全球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概况 

5.1.1　主要海洋工程装备介绍 



5.1.2　产业总体格局 

5.1.3　市场订单规模 

5.1.4　市场发展特征 

5.1.5　行业竞争态势 

5.1.6　行业融资分析 

5.2　2013-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发展综述 

5.2.1　行业基本情况 

5.2.2　行业运行现状 

5.2.3　区域分布格局 

5.2.4　主要生产企业 

5.2.5　国内海工装备项目 

5.2.6　海工装备租赁需求 

5.3　2013-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行业政策环境 

5.3.1　行业政策导向 

5.3.2　行业实施方案 

5.3.3　重点科研方向 

5.4　海洋工程装备细分领域发展分析 

5.4.1　自升式钻井平台 

5.4.2　深水浮式钻井装置 

5.4.3　海洋工程辅助船 

5.4.4　深海石油工程装备 

5.4.5　大洋钻探船 

5.4.6　FLNG 

5.5　海洋工程装备科研技术发展分析 

5.5.1　世界深海工程装备技术发展分析 

5.5.2　中国海洋石油装备技术研发应用概况 

5.5.3　我国进入最先进海工船制造技术时代 

5.5.4　我国深海油气勘探装备项目研究进展 

5.5.5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需要发展的技术 

5.6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的问题及策略 

5.6.1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的主要不足 

5.6.2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 



5.6.3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的建议 

5.6.4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需限制规模 

5.7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5.7.1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利好因素 

5.7.2　中国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发展前景良好 

5.7.3　中国海洋石油装备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六章 2013-2015年卫星制造及应用行业分析 

6.1　世界卫星制造及应用产业收入情况 

6.1.1　整体总体收入 

6.1.2　卫星服务业收入 

6.1.3　卫星制造业收入 

6.1.4　卫星发射业收入 

6.1.5　卫星地面设备制造业收入 

6.2　中国卫星制造及应用市场发展综述 

6.2.1　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整体发展形势 

6.2.2　中国卫星研制及应用产业发展概况 

6.2.3　中外卫星系统建设的比较分析 

6.2.4　中国卫星应用产业步入快速轨道 

6.2.5　中国小卫星研制及应用发展分析 

6.3　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分析 

6.3.1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业市场规模 

6.3.2　政策支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速发展 

6.3.3　卫星导航产业专利状况分析 

6.3.4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业发展综述 

6.3.5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状况 

6.3.6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加速发展 

6.3.7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化起步 

6.4　卫星制造及应用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6.4.1　产业规模预测 

6.4.2　发展机遇分析 

6.4.3　未来发展动因 



6.4.4　发展趋势分析 

  

第七章 2013-2015年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分析 

7.1　2013-2015年国外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概况 

7.1.1　法国 

7.1.2　日本 

7.1.3　韩国 

7.1.4　特点分析 

7.2　2013-2015年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综述 

7.2.1　SWOT分析 

7.2.2　行业总体状况 

7.2.3　政策扶持状况 

7.2.4　需求形势分析 

7.2.5　国际拓展状况 

7.3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竞争格局分析 

7.3.1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分析 

7.3.2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双寡头格局 

7.3.3　国外轨道交通设备企业发力中国市场 

7.3.4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进军海外优势 

7.3.5　提升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策略 

7.4　主要轨道交通装备及配套部件分析 

7.4.1　铁路车辆 

7.4.2　轨道工程装备 

7.4.3　铁路电力电气化系统 

7.4.4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 

7.4.5　铁路信息系统 

7.4.6　轨道交通自动化设备 

7.5　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发展状况 

7.5.1　科技创新特征 

7.5.2　专利申请状况 

7.5.3　自主研发情况 

7.5.4　技术进展动态 



7.5.5　技术瓶颈分析 

7.6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问题与对策 

7.6.1　轨交设备行业面临的挑战 

7.6.2　核心技术薄弱制约产业发展 

7.6.3　发展轨道交通设备产业的对策 

7.6.4　促进轨交装备发展的政策建议 

7.7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7.1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7.7.2　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7.7.3　重点轨道交通装备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第八章 2013-2015年智能制造装备行业分析 

8.1　2013-2015年国际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概况 

8.1.1　产业整体态势 

8.1.2　战略布局特征 

8.1.3　市场竞争格局 

8.1.4　政策扶持情况 

8.1.5　产业趋势分析 

8.2　2013-2015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综述 

8.2.1　产业运行概况 

8.2.2　产业增长态势 

8.2.3　区域布局状况 

8.2.4　政策扶持状况 

8.2.5　竞争形势分析 

8.2.6　项目成果盘点 

8.2.7　行业技术分析 

8.3　2013-2015年智能制造装备业其他细分领域分析 

8.3.1　数控系统 

8.3.2　工业机器人 

8.3.3　DCS 

8.3.4　PLC 

8.3.5　自动化成套装备 



8.3.6　传感器 

8.3.7　电力电子器件 

8.4　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业发展问题及建议 

8.4.1　智能制造装备行业进入壁垒 

8.4.2　智能装备应用市场推广遇阻 

8.4.3　加大对高端智能装备的投入力度 

8.4.4　着重关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企业研发项目 

8.4.5　关注优势产业基地和重点区域高端智能装备发展 

8.5　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8.5.1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迎来战略机遇期 

8.5.2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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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九章 2013-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区域发展分析 

9.1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区域布局状况 

9.1.1　区域分布特征 

9.1.2　基地布局状况 

9.1.3　空间布局趋势 

9.1.4　区域布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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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环渤海地区 

9.2.2　长三角地区 

9.2.3　珠三角地区 

9.2.4　中部地区 

9.2.5　西部地区 

9.3　山东省 

9.3.1　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9.3.2　山东高端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成果突出 

9.3.3　山东省主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园区） 

9.3.4　青岛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 

9.3.5　烟台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 



9.4　浙江省 

9.4.1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基本情况 

9.4.2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9.4.3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 

9.4.4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劣势 

9.4.5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突破路径 

9.4.6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建议 

9.5　江苏省 

9.5.1　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基本情况 

9.5.2　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政策推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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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面临的挑战 

9.5.6　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建议 

9.6　上海市 

9.6.1　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9.6.2　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业问题分析 

9.6.3　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思路 

9.6.4　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目标 

9.7　湖北省 

9.7.1　湖北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9.7.2　湖北省着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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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促进襄阳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对策 

9.8　陕西省 

9.8.1　陕西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概况 

9.8.2　陕西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思路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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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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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福建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 

9.9.3　河北省高端装备业发展现状及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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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成都市规范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管理 

  

第十章 2013-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发展分析 

10.1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发展动态 

10.1.1　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情况 

10.1.2　航空装备产业园建设发展动态 

10.1.3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园建设发展动态 

10.1.4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建设发展动态 

10.1.5　卫星制造及应用产业园建设动态 

10.1.6　机器人产业园建设动态 

10.2　珠海航空产业园 

10.2.1　产业园概况 

10.2.2　运营状况分析 

10.2.3　招商政策分析 

10.2.4　面临的发展困境 

10.2.5　发展思路建议 

10.3　上海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 

10.3.1　产业园概况 

10.3.2　投资环境分析 

10.3.3　运营状况分析 

10.3.4　园区发展动态 

10.3.5　招商政策分析 

10.4　重庆北斗导航产业园 

10.4.1　产业园概况 

10.4.2　招商策略分析 

10.4.3　发展思路分析 

10.5　无锡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 

10.5.1　产业园概况 



10.5.2　发展优势分析 

10.5.3　建设进展情况 

10.5.4　发展经验分析 

10.5.5　发展措施建议 

10.6　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千亿产业园 

10.6.1　产业园概况 

10.6.2　运营状况分析 

10.6.3　建设进展情况 

10.6.4　发展思路分析 

  

第十一章 2013-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政策分析 

11.1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制定发布综况 

11.1.1　国家对装备制造业的促进政策 

11.1.2　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目录解析 

11.1.3　工信部明确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思路 

11.2　高端装备制造细分领域的政策发布情况 

11.2.1　国内外政府对大飞机制造的促进政策 

11.2.2　国家关于加快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11.2.3　国家下发文件推动实施智能装备发展专项 

11.2.4　中央出台政策推进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发展 

11.3　政府制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政策的建议 

11.3.1　鼓励与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相关建议 

11.3.2　政府需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创造条件 

11.3.3　地方政府制定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原则与思路 

11.4　政府在海工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职能定位 

11.4.1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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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加强信息化建设 

11.5　地方政府培育航空装备制造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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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寻找正确项目切入点 

11.5.3　合理规划打造专业园区 



11.5.4　打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 

  

第十二章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规划分析 

12.1　《高端装备制造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解读 

12.1.1　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12.1.2　未来发展重点和方向 

12.1.3　重大工程及区域布局 

12.1.4　规划出台的影响分析 

12.2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解读 

12.2.1　发展思路及目标 

12.2.2　发展重点及产业布局 

12.2.3　主要任务 

12.2.4　政策措施 

12.3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解析 

12.3.1　发展形势 

12.3.2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2.3.3　发展目标 

12.3.4　主要任务 

12.3.5　重点发展方向 

12.3.6　政策保障措施 

12.4　《智能制造科技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专项规划》解析 

12.4.1　形势与需求 

12.4.2　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及发展目标 

12.4.3　重点任务 

12.4.4　保障措施 

12.4.5　技术路线图 

12.5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战略（2011-2020）》解读 

12.5.1　规划出台背景 

12.5.2　规划内容介绍 

12.5.3　规划出台意义 

12.6　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12.6.1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12.6.2　发展目标 

12.6.3　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12.6.4　重大工程 

12.6.5　保障措施 

12.7　部分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规划 

12.7.1　重点省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布局概览 

12.7.2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2015-2022） 

12.7.3　江苏省&ldquo;十三五&rdquo;高端装备制造业推进方案 

12.7.4　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12.8　政府制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规划的建议 

12.8.1　战略定位与区域布局 

12.8.2　突破领域与重大专项 

12.8.3　规划制定与计划实施 

  

第十三章 2013-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招商目标企业分析 

13.1　航空动力 

13.1.1　企业概况 

13.1.2　航空动力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1.3　航空动力投资分布 

13.1.4　航空动力投资意愿评估 

13.1.5　航空动力未来前景展望 

13.2　哈飞股份 

13.2.1　企业概况 

13.2.2　哈飞股份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2.3　哈飞股份投资分布 

13.2.4　哈飞股份业务发展动态 

13.2.5　哈飞股份未来前景展望 

13.3　中集集团 

13.3.1　企业概况 

13.3.2　中集集团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3.3　中集集团投资分布 

13.3.4　中集集团投资意愿评估 



13.3.5　中集集团未来前景展望 

13.4　中国卫星 

13.4.1　企业概况 

13.4.2　中国卫星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4.3　中国卫星投资分布 

13.4.4　中国卫星投资意愿评估 

13.4.5　中国卫星未来前景展望 

13.5　中国南车 

13.5.1　企业概况 

13.5.2　中国南车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5.3　中国南车投资分布 

13.5.4　中国南车投资意愿评估 

13.5.5　中国南车未来前景展望 

13.6　中国北车 

13.6.1　企业概况 

13.6.2　中国北车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6.3　中国北车投资分布 

13.6.4　中国北车业务发展动态 

13.6.5　中国北车未来前景展望 

13.7　华东数控 

13.7.1　企业概况 

13.7.2　华东数控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7.3　华东数控投资分布 

13.7.4　华东数控未来前景展望 

13.8　机器人 

13.8.1　企业概况 

13.8.2　机器人经营状况及主要业务领域 

13.8.3　机器人投资分布 

13.8.4　机器人投资意愿评估 

13.8.5　机器人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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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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