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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船舶工业空前发展，新船订单数量逐年增长，世界各主要大造船厂的订单纪录被不

断刷新。2001到2006年间，年平均新订单达78.86百万载重吨，超过了1971到1975年间的历史记录，更

相比起1996到2000年间的平均51.94百万载重吨，增长了51.83%。造船市场的火爆状况远远超出人们的

预期，不但持续增长，2006年更创下一个新订单130百万载重吨的历史新纪录。截至同年，全球的新船

订单总共超过了300百万载重吨，这些新船订单需各造船厂花费接下来的大约四年时间来完成。 

    世界各地船厂的造船能力正在不断扩容，这得归功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造船国家和其他陆

续涌现的新兴船舶工业国家，未来全球的总造船能力和容量正在进一步增加。在2001至2005年之间，

全球各船厂每年平均完成的新造船量大约为60百万载重吨。与平均每年增加的78.86百万载重吨新订单

相比，造船能力的增长速度远远滞后于订造需求。 即使将来每年平均完成量为80百万载重吨而新订单

为130百万载重吨，造船能力与需求间的差距仍然会很大。根据Clarkson的统计，2006年在中国、南韩

和日本造船厂订做的所有类型新船的平均交船期限超过36个月，世界各地的主要造船厂的船坞使用率

均达100％，制造和装配能力都已经达到极限。新进的船舶工业从业者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对国际造船市

场产生一定冲击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将强迫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造船

厂从市场逐渐消退，而使市场竞争达到相对平衡。由此可见，目前世界的造船能力和装配容量的发展

速度并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市场需要，在增长的市场需求推动下，全球总造船能力和装配容量将会迅

速增长，由于生产效率的不断改善，预计造船能力会有极大地增加，以填补当前的不足。由于支持市

场兴旺的的正面因素仍然存在，再加上新投产的造船设备和设施中的核心竞争力仍未能满足市场需

求，所以从世界造船市场的中期供需关系发展趋势判断，在2010年之前发生的供求状况转置的情况几

乎不可能发生，世界造船市场仍然是典型的“卖方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预测2007到2010年之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超出4.3%，世界经济的持续平

稳增长为运输市场繁荣提供了有利前提，同时也为造船市场的持续兴旺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涌现

的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巴西、前苏联和印度取得了迅速而连续的经济增长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增

长的模式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欧洲区域内大范围由于缓慢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以

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进市场经济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作出贡献。同时，发达国家中的美国

出现了加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出现了经济复苏，欧洲各国同时也出现了平稳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

复苏衍生为世界运输和造船业连续的繁荣。 

    从世界经济贸易和海洋运输货物数量的增长趋向判断，船东们对运输市场的未来发展抱有很大期

望，他们在2003到2005年之间表现良好的运输市场取得优厚回报，为了满足下一个市场周期的需要，

对未来的运输市场持乐观态度的船东们将乐于继续订造新船。事实上，往年持续兴旺的运输市场令船

龄较大的船舶和老旧船舶被延迟报废和淘汰，使得对新船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而且，各大船公司

在调整船队结构时不断地发展巨型船舶，以及积极扩大船队规模的行为也是促进造船市场良好发展的

正面因素。 

    过去几年中，人类对石油越来越大的需求和原油的滞后供应是油价持续走高的根本成因，有鉴于

此，各个国家加快了海样石油勘探和开发的步伐，以避免世界石油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海洋石油

的开采行为为海洋工程设备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有利前提，从海洋工程设备的需求到旺盛需求期，为造

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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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持续兴旺的同时也存在影响市场的消极因素。 第一，市场上大量增加的新订单和交船期的不

断推延不仅对国际运输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且造船厂和船东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逐渐增加。第二，

兴旺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不可否认的投机性订单行为，因而单凭新订单的数量来推断真正的市场

需求可能并不准确。 第三，世界经济仍受许多风险因素例如高油价、频繁的地域纷争等影响。 所有

这些因素也许给未来造船市场需求带来负面地影响，必须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展望2010年之前的世界造船市场发展趋势。从受青睐的主要船舶类型来看，市场对新的原油油船

的需求增长放缓，而焦点集中在对其的翻新上；对集装箱船的需求将大幅度下降；散装货货轮、液化

天然气运输船和海洋工程设备运输船舶市场将保持兴旺。到2010年，全球油船船队的规模以每年平均

7.8％的速率迅速增长，但市场对新油船的需求却趋于下降。从油船交船时间判断，由于市场上投入运

营的油船不断增多，油船过剩运力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运营中的单壳油船共计1049艘（合92.739

百万载重吨），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淘汰单壳油船的计划，油船的改造和翻新存在着相当的市场需

求。 

    目前，散货货轮的比例在世界船队中占30%，由于近年来新订造的散货货轮数量相比起油船和集装

箱船明显较少，而且在船队中，船龄达到或超过20年的散货货轮比例高达45%，分别高于油船和集装箱

船的23%和21%，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无论对新的散装货轮还是对散装货轮的改造和翻新将有相当大

的市场。货运方面，统计表明中国钢铁工业在今后几年里的成长速度比预期要快，铁矿石进口的数量

将继续攀升， 同时全球煤炭消耗量的大增令煤炭运输市场显得生机勃勃。综上所述，散货货轮的造船

市场依然充满活力。 

    基于对世界经济、集装箱化海运货物和集装箱船运力分析，未来几年内，集装箱货运市场状况在

供需双方均显乐观。众所周知，近年来全球集装箱船运力快速增长，但新集装箱船运力的投入高于货

运的增长速度，供过于求的情况将愈演愈烈，市场对集装箱运输服务需求将减缓。新订单主要集中在

巴拿马型和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而中小型集装箱驳船的订单数量相对较少。所以，虽然集装箱船市

场必须在今后几年里面临运力过剩的局面，但中小型集装箱驳船的市场展望将保持乐观。 

    受到高涨的油价压力和推行环保政策的必要性，天然气作为高效而清洁的能源，受到各个国家越

来越多的关注。 世界天然气市场将保持迅速增长的趋势，液化天然气运输在运输市场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数据表明，2005年全球液化天然气年生产能力是143百万吨，预计在2008和2012年攀升到

244百万吨和457百万吨，相比起2005年分别增加70.6%和220%。 随着液化天然气生产能力的大幅提

升，对液化天然气海洋运输服务的市场需求将越来越大。 

    全球石油需求继续增长，导致油价一直高企。正因为原油价格不断走高，海洋石油钻探和生产活

动日益频繁，为海洋运输服务市场带来有利的发展机会， 这一点通过去年一些主要船舶工业发达的国

家在海洋工程设备运输服务市场上取得的良好收益得以体现。海洋石油开发和钻探行为将达到高峰从

而引致海洋工程设备运输服务市场产生额外需求。 另外，众多的流动钻井平台需要被翻新或者废弃 

(在现有的流动钻井平台之中， 80%服役超过20年，40%服役超过25年)。由此可见，只要油价依然高

企，海洋工程设备运输服务市场将继续繁荣。 

    总的来说，首先，世界造船市场现今仍然处于高度兴旺的状态，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船

舶工业的发展速度，由于全球造船能力和容量明显不足的因素，世界造船市场仍然具有“卖主市场”

的主要特色。其次，在2010年之前，世界经济将以相对高速继续增长，从而推动海洋运输服务业和全

球船舶工业持续发展。同时，市场对散货货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舶和海洋工程设备运输服务等进入

了高峰需求期，且将不断增长。虽然世界造船能力和容量将在今后几年里迅速地增加，但整体来看供

求情况不会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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