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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2011第三届航运金融服务国际会议”在沪召开，与会专家表示，金融机构应大力开拓创新产

品，帮助航运企业实现降低成本、缩减开支。同时，可借此机会扩大中资机构在国内外航运市场上的份额。 

    今年以来，全球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让很多航运企业的心头蒙上浓重阴影。 

    上海金融业联合会航运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童学卫表示，目前在运力供给方面，大量船舶订单不断

交付，实际投入使用的运力增长比预期更快；在货运需求方面，货运量增速低于预期，运价上涨的动力不

足。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使未来2～3年内航运业较难有明显起色，将继续处于低船价、低租金阶段，“在

高成本和低收入的双重夹击下，今年航运业上市公司出现普遍性亏损。船企手持订单量、新接订单量双双下

跌，大部分船厂很可能在2013～2014年间面临坐吃山空的窘境。”童学卫说。 

    那么，航运企业怎么才能度过“寒冬”呢？在童学卫看来，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外，航

运业的主要合作对象———金融机构此时应该发挥优势，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顺势扩大中国金融业

在航运市场上的话语权。 

    “长期来看全球航运业终将走出低迷。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

速，我国航运业更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由于美债、欧债危机，欧美金融机构开始压缩船舶贷款规

模，此次中资金融机构应看准机会，填补市场空白。”童学卫表示，目前，降低成本、缩减开支成为航运企

业应对市场低谷的普遍对策，因此，帮助航运企业减耗增效应成为国内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重点。其中包括

给予优质船企主力船型循环授信；对于拥有良好航运租约的船舶建造项目，为船东提供船舶融资，帮助造船

企业争揽订单。同时，通过融资类产品，实现提前收汇及提早结汇，规避汇率风险。还可通过工具类产品，

帮助船舶企业提前锁定汇率成本。 

    银行可与保险联手合作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已有多家金融机构注意到船舶融资乃至整个航运金融服

务市场的巨大需求，三年多来，国内航运金融服务的发展取得很多可喜的成就，但不可否认，也或多或少存

在资源配置不科学、扶植力度不够、配套建设没有跟上的情况。因此，国内金融业加速发展转变适合市场需

要的航运金融服务模式迫在眉睫。 

     据了解，上海作为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的港口，有赖于航运保险这一重要金融支柱的支撑。但在此方

面，国内保险机构的情况却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中国航运保险在全球航运保险业的市场占有率较低，

作为一个截至今年9月已登记船舶建造和海上运输企业数量达700家、拥有全球排名前十大集装箱班轮公司的

城市，上海的海上保险费率仅占全球的1%，绝大多数比重由欧美传统航运强国占据。 

    对此，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黄雪军认为，目前在航运保险方面，中资机构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

掘，而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可以联手合作，抢占这一市场。“历史上欧洲发达国家的航运保险业，融资银行

往往指定船东购买其认可的船舶险保单，将船舶融资和船舶保险业务捆绑，由船舶融资带动航运保险发展。

中国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可在这一领域加大合作力度与产品研发。” 

    黄雪军还表示，商业银行也可充分利用保险机构专业的服务，在其他海事险种销售中形成客户资源共

享，专业优势互补的联手经营模式，由此提升中国航运保险在国际上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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