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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资质能力

　　　　4、水运航线布局

　　　　5、水运设施设备

　　　　6、水运主要客户

　　　　7、企业业务布局战略&优劣势

　　　8.3.9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

　　　　　（1）发展历程

　　　　　（2）基本信息

　　　　　（3）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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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资质能力

　　　　4、水运航线布局

　　　　5、水运设施设备

　　　　6、水运主要客户

　　　　7、企业业务布局战略&优劣势

　　　8.3.10 浙江卓航物流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

　　　　　（1）发展历程

　　　　　（2）基本信息

　　　　　（3）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资质能力

　　　　4、水运航线布局

　　　　5、水运设施设备

　　　　6、水运主要客户

　　　　7、企业业务布局战略&优劣势

——展望篇——
第9章：中国水运行业政策环境洞察&发展潜力

　　9.1 水运行业政策环境洞悉

　　　9.1.1 国家层面水运政策汇总

　　　9.1.2 国家层面水运发展规划

　　　9.1.3 国家重点政策/规划对水运的影响

　　9.2 水运行业PEST分析图

　　9.3 水运行业SWOT分析

　　9.4 水运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9.5 水运行业未来关键增长点

　　9.6 水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未来5年预测）

　　9.7 水运行业发展趋势洞悉

　　　9.7.1 整体发展趋势

　　　9.7.2 监管规范趋势

　　　9.7.3 技术创新趋势

　　　9.7.4 细分市场趋势

　　　9.7.5 市场竞争趋势

　　　9.7.6 市场供需趋势

第10章：中国水运行业投资战略规划策略及建议

　　10.1 水运行业进入与退出壁垒

　　　10.1.1 进入壁垒

　　　　1、资金壁垒

　　　　2、品牌和客户资源壁垒

　　　　3、规模效益壁垒

　　　　4、人才壁垒

　　　　5、资质壁垒

　　　10.1.2 退出壁垒

　　10.2 水运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10.2.1 风险预警

　　　　1、政治形势风险

　　　　2、监管风险

　　　　3、经济制裁及出口管制风险

　　　　4、市场风险

　　　　5、运营成本上升风险

　　　　6、船舶投资风险

　　　　7、汇率波动风险

　　　　8、安全生产风险

　　　　9、环境保护风险

　　　　10、船员管理风险

　　　10.2.2 风险应对

　　10.3 水运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0.3.1 水运产业链薄弱环节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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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水运行业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10.3.3 水运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

　　　10.3.4 水运产业空白点投资机会

　　10.4 水运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10.5 水运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10.6 水运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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