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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国国国国造船造船造船造船业业业业如何借如何借如何借如何借““““机机机机””””重整重整重整重整

(2011-12-19)  编辑发布：中国船舶在线  

  2010年，全球新船成交突破1.3亿载重吨，远超年初预期，喜人数据让人们

渐渐淡忘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血腥。然而，金融危机对船舶工业影响的滞

后性正愈发显现，2011年上半年全球新接订单和手持订单均再次出现严重下

滑，大量中小船企手持订单日益枯竭，经营难度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

能否像韩国一样，利用金融危机和市场调节之际，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优胜劣

汰，提高产业集中度，使中国造船做大做强？ 

  大量船企将步入微利时代  

  2010年和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等经济指标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增长，但这实际上只是两三年前

经营情况的反映。因为船舶工业订单式生产的特性，现在交付的船舶大多数是

金融危机前承接的高价船。金融危机爆发后，船价出现暴跌，部分船型船价甚

至被腰斩，这些订单将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后年集中交付。  

  去年以来，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不断攀升，企业经营成本压

力持续凸显，数据显示今年1～7月我国船舶工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上升

26.56%；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今年以来已累计升值超过3.7%，船企汇

兑损失明显加大。综合考虑低价船大量交付和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预计未来

一到两年国内大量船企将处于“微利”或亏损的边缘，2011年或将是船企经营

的“转折年”。  

  国际航运市场持续低迷，今年1～7月全球新接订单4303万载重吨，同比下

降47%；预计“十二五”期间世界年均造船需求维持在8000万载重吨，不到“十

一五”期间年均成交量的一半。克拉克松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国内只有65

家船企接到新订单，手持订单中只有211家，分别占规模以上造船企业的7.5%和

24%。由于近两年国内部分中小船企尚未接单，已出现船台空置、停产或半停产

现象；按现在的造船能力，现有的手持订单可保证骨干船厂2013年上半年的生

产，但随着造船新设施陆续投产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

半年期间还没有承接到新船订单的话，预计明年下半年部分重点企业也将出现

开工不足的状态。 

  第二段破产高潮或将来临  

  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危机发生后，船市持续低迷，船价大幅下跌，撤单

时有发生，企业破产不可避免，破产潮一般会在危机当年或其后第四、第五年

集中爆发。一是由于部分新建船厂是通过利用订船首付款和大量银行贷款来承

建船厂，遭遇撤单后又融资无门，导致致命风险；同时那些没有订单就先建造

“商品船”的企业，因需求萎缩船舶无法出手，成烫手山芋，这两种情况容易

导致企业在危机后的当年或第二年就难以维持经营而破产。二是船市火爆时，

一般船厂手持订单都能保证未来1年的生产，骨干企业能保证未来2～3年的生

产，如市场不能在短期内恢复，对于手中持有订单不够饱满的中小船企，其手

中订单耗尽之日，也是经营陷入困局之时，所以在危机发生后的第四、第五

年，将产生第二波破产高潮。  

  以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日本船舶企业为例，从1976年开始，即危机爆发后

的第四年开始陆续出现船企破产潮（当年就有9家破产），并在危机后第五年进

入高潮期（当年有24家企业破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船价跌幅近20%、新

船订单跌幅近30%，1997年年底韩国船舶工业即有大东船厂、青丘船厂、汉拿重

工等多家船厂申请破产，第二年主要造船企业也陷入财务危机。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韩国Jinse造船、Orient造船、TKS重工宣布破产倒闭，

大鲜造船（DSS）今年3月因资金问题被韩国证券交易所KOSDAQ除名，Sekwang重

工在4月申请接管，三河造船（SS）在5月宣布破产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船舶工业虽然暂无企业申请破产，但

大面积亏损现象一直存在。数据显示，2010年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共有326家



亏损，亏损额达25.47亿元；今年1～7月，这两个数据分别同比增长8.4%和

46.03%。这些亏损主要集中在中小民营船企，这与我国船舶工业低端产能严重

过剩、同质恶性竞争也有很大关系。同时由于以上中小船企手持订单几乎耗

尽，加上融资日益困难，破产风险正在堆积酝酿。 

  抓住机遇实施兼并重组  

  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后，面对低迷的船市和严重过剩的产能，日本要求企业

按修正总吨限制船厂开工率、停止新建扩建大型造船设施、削减造船设备等手

段，将造船能力由960万修正总吨减至460万修正总吨，导致后期在船市复苏后

被韩国船企弯道超车的局面。  

  面对危机，韩国主要是帮助企业实施旨在提高造船企业素质和推进改制重

组为主的政策。雄踞世界第一造船企业宝座长达26年的现代重工，剖析其成功

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接管现代尾浦三个船坞、在亚洲金融

危机和“911事件”后船市低潮期并购三湖和尾浦船厂，迅速做大。STX通过收

购大东造船、丸阳商船、山端能源公司等几家中小船企新组建了STX造船海洋，

成为韩国的第四大船企。债转股改制形成的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等，都相继

成为了世界顶尖造船企业，为韩国成为造船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知名造船企业集团，是成为世界造船强国的重

要前提之一。如何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依靠市场力量，通过兼并重

组实现优胜劣汰，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做强做

优是我国船舶工业不得不思考的重要命题。  

  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工作。2010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企

业兼并重组的意见》，但由于多种原因，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税收、财政、金

融优惠政策和土地管理政策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工信部促进船舶工业企业

兼并重组的具体指导意见也悬而未决。  

  兼并重组主要是市场行为，不能完全依靠优惠政策的刺激。当前，我国有

实力的船舶工业企业，应积极借鉴现代重工集团的经验做法，根据业务结构和

企业发展战略需要，提前谋划，寻找优秀标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实

施企业兼并重组。具体可遵循如下思路：一是有实力的船厂，可以积极走出

去，去海外并购一些研发实力较强的中小船企，将其技术、品牌及营销服务网

络直接为我所用。二是可以并购一些基础尚可的中小船厂，将其改装成区域性

的专业船体分段制作的分包厂商。三是有实力的船厂或航运企业，可以并购具

有较好基础实力的航运公司造船企业，实现航运、造船一体化发展，如大新华

物流收购金海重工。四是有实力的船厂，可以并购具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船舶配

套企业，实现完整产业链发展。五是有实力的船厂，可以利用船厂大型结构物

的制造集成能力，按照有限相关原则，收购一些如工程机械、风电设备制造等

非船舶业务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六是有实力的资源贸易商，可以和航运企

业、造船企业交*持股，共荣发展。  

  同时，有实力的企业，应利用兼并重组的契机，引进新的管理制度，重塑

新的组织体系，不断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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