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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装备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海洋工程装备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

展环境，然后对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运行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海洋工程

装备产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发展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面临的风险及建议。您若

想对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通过《2013-2018年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装备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

及投资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 供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

等详实信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

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海洋工程装备是指用于海洋资源勘探、开采、加工、储运、管理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大型工

程装备和辅助性装备。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高附加值、高风险的特点，是先进制

造、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综合体，产业辐射能力强，对经济带动作用大。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趋匮乏，向海洋进军，已经成为国际性石油巨头的共识和发展重点，这

带动了海洋工程装备业的高速发展。

    在未来的五年中，一个新的装备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将会到来，这些装备和设施将支撑起中

国海洋石油工业和海洋能源工业走到世界前列。

     目前，海工装备制造商分为三大梯队。处于第一梯队的是欧美公司，包括法国Technip、意

大利Saipem、美国McDermott、挪威Aker  Solutions等；韩国和新加坡公司处在第二梯队；中国

公司总体处在制造低端产品的第三梯队，以赚取加工费用为主。

     目前，国内已经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海工企业，在一些高技术含量的装备生产技术上取得了

突破，并已在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形成多个海工产业 集群，拥有较为

完备的海工装备配套产业。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外高桥造船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公司、南通中远船务、中集来福士、上 海船厂、招商局工业集团等多家企业共

获得18座（艘）海工装备订单，成交金额近50亿美元（未含海工辅助船和工作船），约占全

球海工装备成交额的10%。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国家将海洋工程列入优先发展的五大高端装备领域之一，预

计&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年均投资额有望超过600亿元。&ldquo;十二

五&rdquo;期 间，将继续开发30多个海洋油田项目，目前全国范围内，规划和在建的海洋工程



装备基地已有20多个，需建造70多座平台，新建和改造10多艘FPSO。 

      我国拥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岛屿有6500多个，海洋资源种类

繁多，海洋生物、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可再生能源、滨海 旅游等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

大。我国海洋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沿海地区政府部门的积

极响应，随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海 洋经济科学发展成为必然。在&quot;十二

五&quot;规划指导下，通过海洋产业的调整、优化、升级和改造，特别是战略性新兴海洋产

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必然会进一步提高，海洋工程产业相关上市公司也

将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船舶工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强调要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除了

到&ldquo;十二五&rdquo;末销售收入要超过2000亿元、国际市场份额超过20%，同时要培育 5

～6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工装备总承包商和一批专业化分包商；技术上，海洋工程装备设计

制造能力也要进入世界前列，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关键系统和设备的配 套率达到30%以上；重

点围绕深水油气田在勘探、开发、生产、服务、储存和运输五个核心环节的装备需求，突破

深水装备关键技术。 

    中国在&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全球的海工装备运营商

也开始认可中国的建造能力，这些都为中国海工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在海工方面的订单主要是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MOU）和OSV

，这两部分的订单在去年占到全球订单的35％，其中绝大部分订单还 是来自于OSV。在海工

建造领域里，OSV属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高附加值的海工建造领域包括半潜式钻井平台

、FPSO、钻井船等，中国目前这方面的订单 较少。

目前海洋工程装备已被列为新兴产业，未来有望得到国家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包括税收、

金融方面的扶持等。

    分析预计， 海洋工程装备和设施将支撑起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和海洋能源工业走到世界前列

，同时带动国内造船、装备制造、材料、冶金、精密仪器等行业向&ldquo;高精尖&rdquo;发展

，催生一批在全球行业中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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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工业序幕。上世纪40年代之前，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处于初始阶段，主要采用土木工程技术

建造木结构平台和人工岛，只能在近岸的海边和内湖开发石油资源，作业水深低于10m。

 

50-6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迅速发展，出现了移动式钻井装置、浮式

生产系统及海底生产系统，作业海域范围不断扩大，水深不断加大，至60年代末，作业水深

己超过200m，勘探开发领域开始向大陆架深水区延伸。

70-80年代，随着平台和钻井技术的发展，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水域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业水深

超过500m，成功开发了北海和墨西哥湾大陆架深水区油气资源。

90年代，成功解决了温带海域油气开采面临的钻井、采油、集输和存储等技术问题，而且高

寒水域的平台和管线技术难题也取得重大突破，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取得巨大进步，作业水深

不断刷新，作业范围己从北海、墨西哥湾等传统地区扩展到西非、南美及澳大利亚大陆架等

海域。 

二、海洋石油产业链 2

从海底开发油气资源的主要有三个过程:

①物探一一用地球物理勘探船，采用地震勘探法了解海底地质构造，以寻找储油构造，为钻

探提供依据；

②钻探一一广泛采用自升式平台或半潜式平台，利用勘探资料，对可能有油气的地质进行钻

井、取芯，以决定是否钻评价井、数量和井位；

③开发一一主要是计算油藏储量，制定开发方案，其中包括资源、工程与经济评价，然后确

定采用固定式平台或浮式生产系统进行生产、储存、运输。上述的每个过程，都需要有海洋

工程装备得以保证。目前，世界上海洋工程装备主要包括: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深水钻井浮

船等钻井装备和浮（船）式生产储油卸油系统（FPSO）、半潜式平台生产系统（含张力腿平

台生产系统）、自升式平台生产系统和驳船式生产系统等移动式海上采油（生产）装备、浮

式起重机、铺管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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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装备是指用于海洋资源勘探、开采、加工、储运、管理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大型工

程装备和辅助性装备。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高附加值、高风险的特点，是先进制

造、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综合体，产业辐射能力强，对经济带动作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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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通常将海洋工程技术装备分为三大类：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装备；其他海洋资源开发装

备；海洋浮体结构物。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装备是目前海洋工程装备的主体，包括各类钻井平台、生产平台、浮式生

产储油船、卸油船、起重船、铺管船、海底挖沟埋管船、潜水作业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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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石油储量统计：

根据BP公司发布的最新统计公报：截至2012年底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储量为16689亿桶（折2358

亿吨），按照目前全球石油开采进度，全球石油静态可采年限为52.9年。

  2012年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统计表 

                                         1992年底             （10亿桶）             2002年底             （10亿桶）             2011年

底             （10亿桶）             2012年底                               十亿吨             十亿桶             占比             储产

比                               北美             122.1             228.3             221.0             33.8             220.2             13.2%            

38.7                               中南美洲             78.8             100.3             326.9             50.9             328.4             19.7%  

          *                               欧洲及欧亚大陆             78.3             109.3             140.3             19.0             140.8        

    8.4%             22.4                               中东地区             661.6             741.3             797.9             109.3            

807.7             48.4%             78.1                               非洲地区             61.1             101.6             126.6             17.3  

          130.3             7.8%             37.7                               亚太地区             37.5             40.6             41.4             5.5 

           41.5             2.5%             13.6                               全球总计             1039.3             1321.5             1654.1       

     235.8             1668.9             100.0%             52.9                资料来源：BP 

    中东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截至2012年底，该区域石油探明储量为8077亿桶（

折1093亿吨），占全球总量的48.4%；中南美洲石油储量为3284亿桶（折509亿吨），占全球总

量的19.7%。  

    就国家而言，全球前八大石油储量国占全球总储量的79.7%，探明储量达13309亿桶（折1917

亿吨）。 2012年全球石油探明储量分布（按国家） 

                           国家             十亿吨             十亿桶             占比                               加拿大             28            

173.9             10.40%                               委内瑞拉             46.5             297.6             17.80%                               俄

罗斯             11.9             87.2             5.20%                               伊朗             21.6             157             9.40%              

                伊拉克             20.2             150             9.00%                               科威特             14             101.5            



6.10%                               沙特阿拉伯             36.5             265.9             15.90%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13             97.8             5.90%                               其他国家             44.1             338             20.3%   

            资料来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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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5             3123             3323             200                               亚太地区             28383             29170             30119 

           949                               全球总计             91782             92176             92531             355                资料来源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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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海洋工程主要承包商分析 

                           分类             公司名称             简要说明                               主要             总承包             美国    



        （Transocean）             世界深水石油钻探采用的钻井船装置实力最强的承包商，也是世界

深水石油钻探采用的半潜式钻井装置实力最强的承包商。主营产品为用于自升式钻井平台、

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采油平台、深水TLP平台上所需的钻井设备、动力控制系统、泥

浆固控系统、甲板机械和自动化系统、吊装设备、升降补偿系统、升降系统、海洋平台吊机

及自升式平台、桩腿材料等。                               美国             （TSC海洋）             始创于1995年，总

部位于美国休斯顿，主营产品为用于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采油平台

、深水TLP平台上所需的钻井设备、动力控制系统、泥浆固控系统等。                               荷兰       

     （SBM）             是荷兰的一家专门从事海洋工程项目总承包商。多年来，该公司与新加坡

等船厂合作，提供以FPSO为主、兼顾其他海上钻井生产装备的总承包，是世界上著名的海洋

工程总承包商。                               挪威             （Prosafe）             是当今世界FPSO建造的主要承包

商之一。该公司2006年收购了Consafe海洋工程公司，2007年营业额为2.22亿美元。目前，该公

司正在考虑业务细化，分成生产装备和辅助装备两大部门。                               美国             

（ENSCO）             成立于1987年，是世界著名的海洋工程装备承包商，主要在亚洲、欧洲、

非洲、南北美洲等区域服役。                               美国             （Rowan）             成立于1923年，是北

美最大的钻井平台承包商之一，主要在美国、墨西哥湾、加拿大北海岸、英国北海中东等地

区服役。                               荷兰             （Bluewater）             成立于1985年，是世界上著名的FPSO

承包商和租赁商，目前拥有8艘FPSO，该公司以出租FPSO给石油公司为主业，随后拓展FPSO

设备配套业务。2008年以来，该公司参与了几个大型的FPSO项目竞标。近期，该公司与Ith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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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还组建了一支FPSO的专门力量，为亚洲及太平洋浮式生产装备项目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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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该公司共有45座海上钻井装置，其中钻井船有6艘，半潜式钻井平台15艘。服务于美国墨

西哥湾、巴西、英国北海、中东、南非及西非等。                               美国             （Frontier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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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都设有子公司，新加坡子公司负责石油勘探和开采业务；巴西子公司负责FPSO经营管

理。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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