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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静 安

海运经济

持续低迷的航运市场，让挣扎在成本线上的航运

企业叫苦不迭，同时，也使全球造船市场经历了一场

“订单荒”。据克拉克森统计，上半年，全球新船订单量

为 3815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26%；手持船舶订单为 4.29

亿载重吨，同比下降 12.3%。

这次的“订单荒”也使得造船大国日本的船企陷入

危机。据日本媒体报道，2011 财年上半期(2011 年 4 月

至 9 月)，日本船舶出口订单量为 308 万载重吨，同比下

降 56；船舶订单数量为 86 艘，同比下降 46%。据了解，

全球经济减速和日元升值是日本造船业订单骤减的主

要原因。而在中国，在造船业大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一

些民营船企却表现出了很大活力，但是更多的船企发

展困难，或将面临“洗牌”。

中国船企境况不一

日前，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中国新承接船舶订单 2358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29.2%。到今年 7 月底，中国手持船舶订单达到 17608 万

载重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6.4%，比 2010 年年底下降了

10.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在该数据的统计范

围内，约有半数船企没有接到订单，重点监测的 43 家船

企中，也有 10 家没有接到订单。由于造船完工量已连

续 6 个月超过同期新接订单量，中国船企手持船舶订单

量继续下落。由于缺少订单，部分船企将在明年上半

年陷入开工任务不足的困境，个别企业甚至在今年第

四季度已“无米下锅”。

中国船舶工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长涛认为，

未来 5 年，世界造船业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全球

经济格局的一些变化将使造船业处于一个更加不确定

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以产能过剩为代表的产业内在矛

盾，将使世界造船业很难重温上一轮市场繁荣的景象。

在这种境况下，国有船企也无法独善其身，无论是

承接新船量，还是手持船舶订单都有大幅下滑。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半年完

工交船 24 艘、377 万载重吨，吨位数同比下降 8.76%；承

接 新 船 订 单 8 艘 、63.82 万 载 重 吨 ，吨 位 数 同 比 下 降

85%；累计手持船舶订单 104 艘、1785.97 万载重吨，吨位

数同比下降 13.1%。而另外两家国有船企——广船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

也不理想。其中，前者上半年承接新船 7 艘、28.4 万载

重吨，同比下降 22%。可以看到，大型国有船企虽有订

单，但下滑幅度很大。

与国有船企相比，一些民营船企却在大环境较差

之时，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例如，熔盛重工作为

民营船企的代表，目前发展态势良好。

据了解，熔盛重工上半年交付 8 艘船舶、128.8 万载

重吨；承接新船订单 28 艘、340 万载重吨。以载重吨计

算，熔盛重工的新接订单已占到世界市场的 9%左右。

其累计手持船舶订单 109 艘、1740 万载重吨，并且所有

船舶将按照合约于 2011 年至 2016 年内交付。

熔盛重工在中报中表示，业绩取得大幅增长的原

因是，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积极调整策略，发挥优势产品

超大型矿砂船的成功经验，主打受订单危机影响较轻

的 20 万吨级以上的大型散货船，并成功获得 10 艘此类

船舶的新订单。

但是，熔盛重工只是民营船企的佼佼者，更多的民

营船企情况糟糕，中国船企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许多企

业或在明年无船可造。

造船业将面临“洗牌”

根据目前造船业的情况，再加上美国和欧洲的经

济持续低迷，专家预计，全球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经济

危机。因此，在市场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造

船业将面临一场“洗牌”。太平洋造船集团董事长梁小

雷预测，在新一轮“洗牌”中，大概 5%的高附加值造船

企业发展良好，而 80%的造船企业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据了解，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造船行业呈现出

一个显著的变化，即船公司情愿付更高的成本，购买更

高技术含量的船舶，这意味着掌握高端技术的造船企

业将获得更多订单。

但目前的情况是，虽然现在中国造船业在三大造

船指标方面（即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

船舶订单量）超越韩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中国造

船业在“质”的方面与日韩相比仍然差距巨大。目前，

在国际船舶市场，附加值较高的油船、集装箱船的订单

大多为日韩所持有，中国造船企业凭借价格优势，业务

大量集中在低附加值的散货船领域。

去年，在高附加值的全球油船市场，韩国拿下了

57.2%的订单，中国只有 38.9%的市场份额。而在技术

门槛相对较低的全球散货船市场，中国占据 58.1%的份

额，韩国只有 25.5%。韩国造船业认为，一般商船市场

是“ 红 海”，而 海 洋 工 程 等 高 技 术 船 舶 领 域 则 是“ 蓝

海”。韩国造船业应跳出“红海”，奔向“蓝海”。近年

来，韩国大力掘金高附加值油船市场，且进展很快，而

中国造船业产品和技术低端化倾向不能不令人警惕。

以此来看，在国内船舶企业承接新订单的难度增

大、技术和品牌难以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市场需求有限

正考验不同造船企业的生存能力，而在这种情形下，提

升产品质量必将是中国造船企业杀出重围的不二选择。

中国船企两极分化严重中国船企两极分化严重 将面临将面临““洗牌洗牌””

业 内 快 报

今年第三季度，中国航运业面对严峻挑战，航

运企业经营环境比较恶劣，约 42.24%的航运企业对

行业总体运行情况持悲观态度；约 24.14%的航运企

业认为当前中国航运业发展状况良好；约 33.62%的

航运企业认为行业发展一般，中国航运信心指数为

72.77 点，处于较为不景气区间。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 年第三

季度中国航运景气报告》指出，今年第三季度，中

国航运景气指数为 102.83 点，已连续 3 个季度处于

微景气区间，较上季度下降了 0.98 点。

中国航运业信心大幅下降

日前，随着中远 05 号集装箱货轮载货驶离阳

逻港，武汉新港集装箱码头今年进出港的货轮突

破 5000 艘次。

据武汉海事局驻武汉新港办事处主管介绍，

自 7 月 1 日启动新的补贴标准和船舶联检联动服

务机制以来，“江海直达”外贸集装箱航线船舶在

港装卸作业量大增，其中，进出港集装箱 296.3 万标

箱，同比增长 66.8%。

武汉新港集装箱运量增长66.8%

由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牵头、裕廊集团相关负

责人组成的考察团日前对福建省莆田秀屿港投资

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考察。

该集团对莆田港口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拟投

资合作开发秀屿港口、物流等大型项目。新加坡裕

廊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愿意以注入资本金的方式

合作，新方股份比例为 49%，中方为 51%。据悉，裕廊

集团目前在山东省日照港有投资项目，并取得成效。

新加坡裕廊集团拟在闽投资港口

记者日前在 2011 第六届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

会获悉，天津市将依托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加快打

造世界级邮轮母港，未来将在东疆港区着力塑造

“邮轮城”旅游品牌，使之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休

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之一。

在本届大会举行的邮轮旅游与港口论坛上，

天津港集团副总裁赵明奎表示，目前已经建成并

投入运营的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可同时为 4000 人

提供出入境通关服务，年设计旅客通过能力 50 万

人次，可泊靠 22 万吨级世界最大国际豪华邮轮，这

将成为“邮轮城”的坚实基础。

（本报综合报道）

天津东疆港将打造“邮轮城”

汉堡航运日前在其一条欧洲至南美的航线上

投入 1 艘 7100TEU（标箱）船，以替换航线上 1 艘

5900TEU 的运力。

据悉，该条南美航线由马士基和汉堡航运合

作经营。根据计划，该航线运力规模最终将陆续

升级至 7100TEU 至 7450TEU。目前，该船是欧洲

至南美航线上投入的最大船型，该船配置 1700 个

冷藏箱位。

汉堡航运在南美航线投入大型集装箱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