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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1)  编辑发布：中国船舶在线  

  【摘要】成本上升与需求下降 船舶业将进入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频发期

  昨日（11月29日），国家工信部党组成员郭炎炎在第16届中国国际海事会

展上指出，我国船舶工业已步入双重压力下的转型期，在成本上升与需求下降

的双重压力下，船舶工业“接单难”和“盈利难”的问题和矛盾将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行业洗牌在所难免，预计未来2~3年，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

内，船舶工业将进入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频发期。  

  在海事报告会上，除了产业结构调整之外，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发展船舶

配套产业引起了较多关注。业内人士分析，这或许是应对前述双重压力的出路

之一。  

  兼并重组频发期到来  

  国家工信部党组成员郭炎炎指出，“我国船舶工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

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  

  郭炎炎认为，预计“十二五”期间，世界船舶市场将呈现逐步回暖的态

势，但是世界船市总量很难再次回到“十一五”期间年均1.7亿载重吨的兴旺状

态，需求不足将成为造船市场的基本特征，世界船舶工业将迎来调整期。  

  “在航运市场和造船市场均面临较严重的能力过剩的矛盾形势下，如何重

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成为造船业‘十二五’期间的共同挑战”，郭炎炎指出，

“世界各国造船业将展开更为激烈的市场争夺，一些发达造船国家由于成本等

因素将进一步退出常规船舶市场，而中韩造船业之间的竞争将更为胶着，行业

洗牌在所难免。预计未来2~3年，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内，船舶工业将进

入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频发期。”  

  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圣坤在日前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

示，目前行业内许多企业已经进行了兼并重组，很多中小造船企业被兼并。  

  郭炎炎表示，“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跨地区、跨行

业、跨所有制等多种形式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

发展，力争到2015年我国有5家以上企业进入世界前10名，前10家企业造船产量

占全国造船总量比例提高到70%以上，同时促进中小造船企业向“专、精、特”

方向发展，在优势领域形成特色和品牌。  

  国内船舶业变“绿”  

  国家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昨日也表示：“虽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

际商贸清淡，经济全球化受到新挑战，但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新

技术产品等孕育着新的机遇。”  

  郭炎炎也认为，我国船舶工业目前已经步入双重压力下的转型时期，必须

寻求技术创新与结构转型。  

  “在成本上升与需求下降的双重压力下，船舶工业‘接单难’和‘盈利

难’的问题和矛盾将更加突出，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将难以为

继。”郭炎炎指出，我国船舶工业在未来应加快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船舶配套产业以及大力培育海洋工程装备战略性新兴产

业。  

  张圣坤也透露，行业内许多企业已经开始转而生产其他相关产品。他强

调，创新升级或许是目前渡过难关的重要出路，比如高附加值船舶、绿色节能

船舶、海工装备等方面。  

  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曹蕾告诉记者，受航运市场低迷的影

响，目前订单量明显不如以往，为了应对市场情况，该公司研发生产了绿色船

舶系列产品。“与传统船舶相比，这些新推出的产品油耗较低。”曹蕾也表

示，产品在市场上要有突破尚需时间。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船舶重工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姜庆华对《每日经济新闻》

表示，该公司最新开发的产品都是节能性船舶，更加注重绿色环保。  



  不过，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丑幸辉说，

“在船舶设计的历史过程中，任何时候都需要考虑低能耗的船舶，以往大家都

很注意这方面的努力，只是目前这个问题尤为令人关注。”  

  丑幸辉指出，如今的船舶设计不仅限于设计阶段，甚至已经拓展到前后期

的全面服务。他也指出，与韩国相比，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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