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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内河水运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内河水

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内河水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内河水运行业的现状、中国内河

水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内河水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内河水运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内河水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内河水运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内河水运是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是内陆腹地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之间连接的重要纽

带，是综合运输体系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运输方式相比，内河水运具

有运量大、占地少、成本低、能耗小、污染少等优势。

     水运的优点是成本低，能进行低成本、大批量、远距离的运输。但是水运也有显而易见的

缺点，主要是运输速度慢，受港口、水位、季节、气候影响较大，因而一年中中断运输的时

间较长。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内河水运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上半年我国水运货运量达326873万吨，累计增长2.5%。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

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水运货运量_当期值(万吨)   61995   58844   55909   51215   46587    

  水运货运量_累计值(万吨)   326873   264878   206034   150125   98910       水运货运量_同比增

长(%)   5   5.4   2.2   1   0.2       水运货运量_累计增长(%)   2.5   1.9   0.9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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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5 江阴港

 8.5.1 江阴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5.2 江阴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5.3 江阴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6 镇江港

 8.6.1 镇江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6.2 镇江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6.3 镇江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7 嘉兴港（内河）

 8.7.1 嘉兴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7.2 嘉兴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7.3 嘉兴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8 上海港（内河）

 8.8.1 上海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8.2 上海港腹地内河航运分析

 （1）上海港腹地内河航运的发展概况

 （2）上海港腹地内河港口的运营模式

 （3）上海港腹地内河港口存在的问题

 （4）纽约港腹地内河航运发展的启示

 8.8.3 上海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9 杭州港

 8.9.1 杭州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9.2 杭州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吞吐量

 8.9.3 杭州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10 岳阳港

 8.10.1 岳阳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10.2 岳阳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吞吐量

 8.10.3 岳阳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11 芜湖港

 8.11.1 芜湖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11.2 芜湖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11.3 芜湖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8.12 武汉港

 8.12.1 武汉港相关简介

 （1）地理位置

 （2）交通条件



 （3）自然条件

 （4）经济腹地

 8.12.2 武汉港运行情况

 （1）港口基础条件

 （2）港口主营业务

 （3）港口吞吐量

 8.12.3 武汉港发展规划

 （1）港口建设动向

 （2）港口发展规划

 （3）港口趋势预测

  

 第9章：中国内河水运相关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1 中国内河运输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1.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2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3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4 上海交航（水运）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5 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 中国内河港口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2.1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2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3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4 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5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6 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7 镇江德龙港务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8 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9 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0 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1 武钢港务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2 荆州港务集团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3 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4 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5 淮安市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10章：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投资前景及规模预测



 10.1 中国内河水运的发展风险分析

 10.1.1 内河水运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10.1.2 内河水运行业经济风险分析

 10.1.3 内河水运关联行业风险分析

 10.1.4 内河水运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10.1.5 内河水运行业经营风险分析

 10.2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投融资分析

 10.2.1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投资分析

 （1）内河水运行业投资模式分析

 （2）内河水运行业最新投资动向

 （3）&ldquo;十三五&rdquo;行业投资规模预测

 10.2.2 中国内河水运行业融资分析

 （1）内河水运行业融资模式分析

 （2）内河水运行业融资渠道分析

 （3）内河水运行业融资规模分析

 10.2.3 中国内河港口行业投融资分析

 （1）内河港口建设项目的分类

 （2）内河港口投融资特征分析

 （3）内河港口投资主体的分类

 （4）内河港口投融资政策分析

 10.2.4 国外港口投融资体制的启发

 （1）国外港口管理体制和投融资体制

 （2）主要国家投融资体制的比较分析

 （3）对完善中国港口投融资体制的启发

 10.3 中国内河水运的发展规模预测

 10.3.1 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0.3.2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行业的发展重点

 10.3.3 内河水运行业的趋势预测展望

 10.3.4 内河水运行业的发展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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