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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水路高速客运行业的发展及现状进行概括性的综

合阐述，进而针对在未来两岸的三通直航后，该行业在台湾海峡区域的投

资前景以及相关航运技术做进一步的可行性分析。文章认为随着全球市场

和海洋经济的兴起，水路高速客运行业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交通格局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海峡两岸即将实现的三通直航，将使跻身台

湾海峡这一尚未全面开发的黄金航运水域，成为行业实现跨越发展的新基

点。本文建议，针对进入未来台海区域航运的机会和风险，航运业者应当

预见性地进行综合评估，把握时机抢先进入，构筑先入者优势以占据 有

利的竞争地位；同时，本文也结合对国内外高速客运行业以及上游的高速

船建造业进行了统计和综合，并对在台湾海峡航运的行业投资和相关技术

问题提出看法和初步分析。本文共分六章，结构如下： 

第一章：概括介绍水路高速客运行业以及国内外高速客船的航运及建

造状况。 

第二章: 分析两岸三通直航的环境，客流的往来现状以及发展前景。 

第三章：对两岸直航后可能的交通模式进行分析，并做优劣势对比。 

第四章：对台海直航的适航船舶选择、可能的航线布局和港口条件进

行初步分析。 

第五章：分析台海高速客运行业的机会和风险、进入退出壁垒和竞争

五力，并提出行业经营建议。  

第六章：进行初步的行业投资决策分析。 

 

关键词：高速客船  三通直航  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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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ac t  

 

Abstract 

This study generaliz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high-speed marine transportation, also analyses its economic feasibility and 
detailed shipping technique in the Taiwan Strait direct transportation, thus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transport mod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there will be a great chance for investment in such 
an unopened area. Accompanying with the best opportunity, also is the higher 
risk. Operating in this industry, needs huge investment, advanced management, 
most suitable high-speed ships and an excellent seaman and repairing team. 
The direct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Strait may be coming true soon, so it's a 
key point for the intended investors to do proper preparing this tim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vestor should choose right time to construct the most 
suitable high-speed ship aft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then try to become 
the first mover, so as to gain the most advantageous competing position and to 
occupy the market.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as follow: 

Chap.1: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high-speed marine transport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Chap.2: Analysis of direct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in Taiwan Strait. 
Chap.3: Analysis of transport modes in cross-strait direct transportation. 
Chap.4: Analysis of suitable high-speed ship sorts, the routes and the 

harbor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Chap.5: Analysis of direct marine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Strait, about 

its chance, risk and the competing position. 
Chap.6: Economic feasibility analysis about the investment on direct 

marine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Strait. 
 
Key Words: High-speed Ship; Cross-Strait Direct Transportation; 

Prospect Analysis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高速客船的航运及建造概况..........................................3 

第一节  水路高速客运行业概述.............................. 3 

一、高速客船的定义 ..........................................................................3 

二、现有高速客船的主要船型 ..........................................................4 

第二节  国外高速客船的航运及建造概况...................... 4 

一、国外高速客船的航运概况 ..........................................................5 

二、国外高速客船的设计建造概况 ..................................................5 

三、高速客船的国际市场销售概况 ..................................................7 

第三节  我国高速客船的航运及建造概况...................... 7 

一、国内高速客船的航运概况 ..........................................................8 

二、国内高速客船的设计建造概况 ..................................................9 

第二章  两岸三通直航的环境分析............................................ 11 

第一节  两岸三通的环境分析 .............................. 11 

一、两岸往来的现状 ........................................................................11 

二、三通直航的客观形势 ................................................................12 

三、两岸的航运环境 ........................................................................13 

第二节  两岸客流的现状和前景............................. 13 

一、两岸往来的客流现状和前景 ....................................................14 

二、台海区域的两岸客流现状和前景 ............................................15 

第三章  两岸直航下的交通模式分析........................................17 

第一节  两岸未来的陆路交通模式........................... 1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水路高速客运的两岸直航前景分析 

 

一、两岸连接的台海隧道模式 ........................................................17 

二、台海隧道模式的 SWOT 分析...................................................18 

第二节  台海区域空运和水运的优劣势分析................... 19 

一、台海区域航空运输的优劣势分析 ............................................20 

二、台海区域高速水路运输的优劣势分析 ....................................21 

三、综合分析 ....................................................................................23 

第四章  台海航运的相关技术分析............................................24 

第一节  台海航运的适航客船分析........................... 24 

一、台湾海峡的海况条件 ................................................................24 

二、台海直航对营运客船的综合性能要求 ....................................25 

三、适航船型的选择建议 ................................................................26 

第二节  台海直航的客运航线和港口条件..................... 26 

一、台湾海峡的直航客运航线 ........................................................26 

二、直航港口和交通网络条件 ........................................................28 

第五章  台海高速客运的行业分析............................................31 

第一节  机会和风险分析 .................................. 31 

一、机会分析 ....................................................................................31 

二、风险分析 ....................................................................................32 

第二节  进入退出壁垒 .................................... 33 

一、进入壁垒分析 ............................................................................34 

二、退出壁垒分析 ............................................................................35 

第三节  竞争五力分析 .................................... 36 

一、替代产品的威胁 ........................................................................36 

二、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37 

三、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 ................................................................3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四、潜在进入者 ................................................................................39 

第四节  行业的经营建议 .................................. 41 

一、经营策略 ....................................................................................41 

二、市场营销策略 ............................................................................43 

第六章  台海高速客运的投资决策分析 ...................................46 

第一节  分析参数设定 .................................... 46 

一、航运参数的设定 ........................................................................47 

二、经营参数的设定 ........................................................................47 

第二节  投资决策分析 .................................... 50 

一、分析方法的采用 ........................................................................50 

二、分析过程 ....................................................................................50 

三、分析结论 ....................................................................................51 

四、相关投资建议 ............................................................................52 

结 束 语 ........................................................................................53 

参考文献 ........................................................................................54 

附表附图 ........................................................................................55 

后    记 ........................................................................................64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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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战之后，世界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时代，作为处于国民经济先行地位

的交通运输行业倍受各国重视，行业目标就是发展高速、舒适、安全和相

对经济的运输方式。航空交通中，实现了超音速运输；陆路交通中，大力

发展和建设高速和超高速的公路和铁路；水路交通中，各种新型船舶驰骋

在大海江河，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水路运输市场的旺盛需求和船舶建造技

术的发展催生了水路高速客运行业，引领水路客运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

段。 

随着许多国家将开发的战略重点转移到占地球表面积 70％的海洋上

面，水路运输将更加繁荣，国际间正在合作建设蓝色超高速通道，即形成

联络各大洲之间的超高速海洋航线及各国近海区域内的超高速海上客货

运输网络，将更大程度地提升水路运输的地位，直接带动了行业的蓬勃发

展。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沿江和沿海地区客运需求日益增长，

水路高速客运行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行业总体仍处于较低层次

的运行状态，现有的船舶和运力水平已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采用新型高

速船舶，建立现代化水上高速运输系统，已成为我国水路客运发展的必然

趋势。 

由于历史和政治因素，台湾海峡是我国目前唯一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

客货运输的黄金水域。经历了数十年的隔绝后，近年两岸交流有了很大发

展，虽然目前“两岸三通”仍然处于间接、单向、局部的状态，但两岸人

员的频繁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迅猛开展，将加速推动“两岸三通”

进程。两岸三通的海上直航，将给航运业者、特别是台湾海峡区域的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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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新、更大的发展良机，水路高速运输行业也将以全新的面貌跻身两岸

客运和货运的竞争行列。交通部就此课题分别召开了数次的海峡两岸高速

水运发展研讨会，显示了政府对行业的高度重视；此外，具备战略发展眼

光的航运业者已经积极着手开辟该领域航运的相关准备工作。 

两岸三通直航，将给区域航运更大的业务拓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是

风险总是与机遇并存,经营者不但要面临其它交通方式的冲击，也将面对

行业内进入者的彼此竞争。所以，有意进入经营的企业应当首先进行充分

的投资分析和预见性的合理规划，选择 恰当的介入时机，争取占据先入

者优势，选择合适的细分市场经营，尽可能规避风险，才能取得优势的竞

争地位，并赢得 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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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速客船的航运及建造概况  

近半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交通运输行业整体发展迅猛，

水路运输也逐步得到重视，营运船舶开始向高速化、大型化发展。特别是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客运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生

产性旅行需求稳步发展，消费性旅行需求加速增长。以高速化为重点，安

全、舒适、便捷以及服务质量等的综合要求，催生了水路高速客运行业；

船舶技术的进步，加速高速客船的更新换代，使得高速水路客运的发展迈

入新的阶段。船舶的航运和建造相辅相成，得到了共同的进步。 

第一节  水路高速客运行业概述 

水路高速客运，是采用高速客船，高速、舒适、安全和经济地运输旅

客的水路交通方式。 

一、高速客船的定义 

高速客船，是采用新的水（气）动力学原理，在推进、传动、控制等

方面采用先进的船舶技术和新型结构材料，实现以高航速、高适航和高性

价比为主要标志的多种高性能要求，综合优化船型而制成的客船。按照国

际海事组织高速客船安全法的规定，高速客船的船速等于或超过

V=3.7D0.1667(D 为满载排水量)；按照我国交通部的定义，高速客船的船

速等于或超过 25 节
①
。 

高速客船是用于运载旅客的高速船，应具备机动性（快速性、适航性、

抗风耐波性）、舒适性（降低旅客晕船率、提高舱容布局合理性）、可用

                                                        
① 注： 节为船速单位， 1 节＝1 海里/小时， 1 海里＝1.85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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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抗沉、防火）和经济性（效费比低）等

综合性能。 

二、现有高速客船的主要船型 

水路客运高速化，带动了上游的客船设计和建造产业的发展。随着大

功率燃气轮机和高速柴油机的可靠使用，新型船体材料、自控技术和高性

能推进技术的研发，不断有新的船型推出。目前的高速客船，按照作用原

理和特性，主要分为高速单体船、高速双体和多体船、气垫船、水翼船、

小水线面船、低效翼船和复合船舶等七种类型，不同的船型各具特点和优

劣势，适合航行的水域也不同。有关七种船型的构造原理和特征、优劣势

对比，参见附表 1。 

其中，综合不同船型的优势特点进行复合改进，形成了一系列的复合

船型，如双体水翼船、双体穿浪船、双体气垫水翼船、小水线面水翼船等，

代表了高速客船的发展方向。目前，澳大利亚的 INCAT 穿浪型双体客船和

法国 BGV 高速客船等是世界上 先进的海用高速客船，航行速度已经可以

达到 60 节（约 110 公里/小时），并可运载千余名旅客和数百辆汽车。 

第二节  国外高速客船的航运及建造概况 

随着客运市场的旺盛需求以及国民对服务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水路

高速客运首先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的沿海国家和地区，得到了迅速

的发展。运输客船大型化、高速化和舒适安全的追求，推动了客船设计建

造行业的不断进步；而船舶设计和建造技术的日益先进，又加快了航运事

业的跨越提升。目前，高速客船的航运，伴随着全球一体化，正逐步延伸

到世界各地水域；而高速客船的设计建造，主要力量还是集中在欧美日等

传统的造船强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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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高速客船的航运概况 

目前世界上已有大约 400 家经营水路高速客运的公司，正在运营的高

速客船（100 客位以上）达 1500 余艘，25 万多个座位
①
。著名的航线有英

吉利海峡航线、北欧的北海和波罗的海航线、意大利的地中海航线、日本

的海岛航线、南北美洲的离岛航线等；高速客船拥有量较多的为日本、意

大利、北欧三国、俄罗斯等国家。 

俄罗斯是拥有高速客船 多的国家，有 150 多条高速客运航线，每年

运送旅客超过一亿人次，营运客船以水翼艇和气垫船为主，其中水翼艇约

800 艘，气垫船约 400 艘。
②
 

英吉利海峡、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联系着欧洲大陆和周边岛屿，

水路客运、车客渡、火车渡轮非常发达。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水上高

速客货运输更加繁忙；虽然英吉利海峡隧道已开通 11 年，但其对区域的

水路高速客运和车客渡的影响轻微。 

日本四面环海，海上交通尤为重要，根据日本旅客船协会的公布资料，

2004 年日本有 306 艘高速客船正在从事营运。
③
 

美加地区湖泊岛屿密布，经济发达，国民消费层次高，水路高速客运

相当普遍，属于旅游性质的客船较多。在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

国家，高速客船也广泛应用在离岛和沿海运输中。 

二、国外高速客船的设计建造概况
④
 

高速船的建造随着市场需求扩大得到稳步发展，国际大型船舶设计和

生产集团不断进行技术改进，竞相开发新船型投入市场，各国也根据本国

                                                        
① 资料来源：《JANE'S HIGH-SPEED MARINE TRANSPORTATION 2004-2005》年鉴，英国简氏信息集

团出版，2005 年． 
② 资料来源：同上 
③ 资料来源： 《2004 年海运市场之回顾与展望》，日本邮船出版社，2005 年 
④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搜集相关行业资料综合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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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和海域特点，迈出不同的发展道路。特别是美国、日本、北欧三国和

澳大利亚等沿海的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结合传统的造

船优势，设计建造了各具特色的高速客船，使得行业整体水平不断得到跨

越式的提高。 

（一）欧洲 

俄罗斯素以制造水翼船著称，目前正发展大型民用低效翼船；挪威是

早发展高速客船的国家之一，以开发高速双体船为主，迄今已生产 200

艘以上的该型船舶，现在主要发展双体气垫船，著名的造船企业有挪威捷

达公司等；芬兰芬亚兹造船集团，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大型双体游船，航

行于加勒比海和欧洲航线；意大利近年侧重研制大型的侧壁气垫客船，已

推出不同等级的系列设计，航速可达 50-60 节， 大载客近千人；法国研

制了新一代 BGV 高速客船，其综合性能堪称世界一流；德国则以生产世界

上 好的船用发动机著称，著名的企业有 MTU、MWM 等公司。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主要发展高速双体船，是目前生产高速双体船 多的国家。

近年来，还研制成功具有良好耐波性能的高速双体穿浪船，在全球销售的

势头良好。著名的设计和建造企业有奥斯达，INCAT 和 AMD 等公司。 

（三）日本 

日本四面环海，特别重视发展海上交通和造船事业，除开发气垫船和

小水线面船外，目前主要着手研制用于“海上新干线”的超高速班轮，包

括气垫混合型船和水翼混合型船，其目标是实现载重千吨、航速达 60 节

以及续航能力超过 500 海里。 

（四）美国 

美国是发展高速船舶 早和技术 先进的国家，耗费巨资研发了气垫

船和水翼船等系列船型，主要侧重于军事用途，这类船舶在协助美军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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