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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rarr;内容简介

        盾构机全名叫盾构隧道掘进机，是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工程机械，问世至今已有近百年

的历史，经过不断改进和发展，成为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地下隧道掘进机。其集机、电、液、

传感、信息技术于一身，可在不影响地面状况的条件下作业，与传统施工方式相比大大提高

了施工的效率、安全性，降低了成本，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广泛用于地铁、铁路、公

路、市政、水电等隧道工程。在我国，盾构机在北京、广州、上海等10多个城市地铁和穿江

越洋隧道施工领域发挥着巨大的效用。但是由于盾构制造工艺复杂，技术附加值高，盾构制

造工艺为德国、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所垄断，且价格高昂，在我国盾构市场上国外盾构机

的占有率曾经高达95％以上。目前，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由我国盾构机企业自主

创新的国产盾构机已经成功打破国外的垄断地位，并在技术、质量等方面紧紧追赶世界。尽

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产盾构机在总体实力上与国外顶尖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在我

国巨大隧道市场空间的带动下，国产盾构机的质量已经越来越好，与世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

小。

        我国大约有85％的盾构掘进机依赖进口，欧洲和日本等公司的地铁盾构机在中国的盾构掘

进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其中，占据欧洲大半市场份额的海瑞克、以产量1670台居世界首位

的三菱重工、以及拥有多个品牌的德国维尔特的表现最为抢眼，光德国的海瑞克就占据国内

盾构机市场的70％以上。除了外资品牌，国内除隧道股份还有二重、上重、大重、沈重和首

钢等企业，独立进行盾构机的生产或与德国海瑞克、维尔特、美国罗宾斯等外资合资、合作

生产。为尽快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国家制定出台了重点扶持振兴盾构机国产化的相关政策，

盾构机国产化终于开始&ldquo;起跑&rdquo;。随着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增大，一些外资品牌纷纷

进入我国，我国的盾构机有了少量生产。随着国内盾构机投资的不断增大和国际企业的进入

，根据目前在建产能和计划投资情况，预计2010年我国盾构机的产量为50台左右。

        盾构机是装备制造业的标志性产品，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隧道掘进超大型专用设备

。在中国日益重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今天，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2010-2015年期间，

中国规划建设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总长度达1700公里，5000多亿元投资将聚集在这一领

域。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正在大量引入盾构机，盾构机施工和制造正在成为一个

巨大的市场。至2010年，全国大约需要500台左右的盾构机。按照国际市场每台盾构机400-600

万美元的价格计算，这一领域的潜在市场高达150亿-225亿元。因此，加速发展我国隧道掘进

机的研发及产业化势在必行。目前，中铁隧道集团与上海隧道股份是国家863隧道掘进机产业

化基地，在隧道掘进机产业化和自主开发方面已经走在国内前列。国产土压盾构的关键技术



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掘进机制造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企业与国家的

核心技术竞争力。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商务部、中国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着重对我国盾

构机行业的发展态势，包括市场供给与需求情况、市场需求特点、行业竞争态势以及世界盾

构机市场发展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对盾构机行业的市场前景及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报

告数据丰富及时、图文并茂，还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是盾构机生产

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中国盾构机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

发展战略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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