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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文

纵深

延伸

造船行业出现

今天的局面，主

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造成的：一是全球经

济下行大环境对行

业的影响，船运业务

减少；另一方面是一

哄而上的投资、无序

的竞争加速了行业

的风险，加快了船厂

倒闭的速度。

造船业衰败之乐清样本

造船业困境反思：

不知危机到来仍在增加投资

船企倒闭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

果。 中国船舶工业经济与市场研究中

心郭文杰博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造船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

需求萎缩而出现了明显的供过于求，

运力和产能过剩导致这种市场调节

行为随之发生。 浙江、江苏等沿海造

船大省所受影响很大。

郭文杰表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

国家对于船舶工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很大， 国家支持船舶工业转型升级，

从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政策上加大

对船舶工业的支持力度。 但同时也要

注意到，由于国家将船舶行业列为产

能过剩产业， 因此行业遭遇融资难，

在实际信贷执行中银行往往采取“一

刀切”，对船舶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

一些针对船舶企业的信贷支持政策

并没有真正落地。

事实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

策支持船舶工业的发展。 今年上半

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

把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作为

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配套下发

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

若干意见》和《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

要求强化船舶等装备制造业和大型

成套设备出口的综合竞争优势。 相关

部委也发布了多个配套文件，对稳定

船舶工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船舶工业迈入“3.0 时代”带来了新

的机遇。

7 月份， 国家工信部公布的造船

行业三大指数数据显示， 今年 1 到 6

月份，我国造船完工 1853 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6.3%。 承接新船订单 1119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72.6%。全国完工

出口船 1671 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8.5%， 承接出口船订单 933 万载重

吨，同比下降 75.6%。全国完工出口船

1671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8.5%，承接

出口船订单 933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75.6%。 6 月底 ， 手持出口权订单

1.3117 亿载重吨，同比下降 8.7%。 出

口船舶分别占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

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的 90.2%、83.4%

和 95%。

郭文杰分析认为，船舶行业具有

明显的长周期特点，从签单到交船大

约需要 2年时间，2015 年完工船舶大

部分是 2013年签订， 而 2013年新船

成交量很大， 故导致 2015 年完工量

同比增长。 目前新船订单下行的原因

是船舶市场再度回调。 金融危机后船

舶市场一直处于运力和产能过剩的

状态，因此今年以来的新船订单量大

幅下滑是市场周期性调整的需要。

对此，郭文杰表示，船舶企业必

须做好应对船舶市场周期性调整和

船舶行业中长期需求不足的准备；扎

实做好技术研发和产品结构调整，在

巩固常规船型份额的同时，加大对高

技术船舶的投入， 促进产品升级；做

好内部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为度过

周期低迷做好准备。 此外，积极做好

应对手持订单的各项风险。

摩根大通分析数据显示， 中国和

日本占全球货船建造份额 50%以上，

日元汇率下跌给中国造船企业造成巨

大的威胁。他们分析认为，今后 10年，

中国造船也很难再在全球获得最多的

造船订单。与此同时，前 5月全球商船

订单也同比减少超 60%。其中，韩国造

船企业累计订单量同比增长 15%；中

国造船企业则减少近 80%。

这又一次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

钟。

政策组合拳能否助力造船业走出低谷？

“现在船老板跑的跑、躲的躲，在家没事干的，连吃饭钱都

没有的……什么样的都有。 像我这样，还有个地方坐坐，朋友

来了喝喝茶，已经可以了。 ”在乐清城区一座公寓楼的 20来平

方米的房间里，船运老板阿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他坦言， 以前出去打麻将一晚上输个三五万元都觉得无

所谓，现在输个几千元都觉得多。阿祥正是乐清船老板的一个

缩影。尽管还有一个喝茶聊天的地方，但如同他头上的白发一

样，黄金岁月已不在。乐清的造船业也是如此，尽管辉煌过，但

现在整个行业已经完全衰败。

发展期：从买旧船开始

乐清的造船业是从买旧船翻新开始的。

阿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2000 年左右，几个人合伙

从俄罗斯花 300 万元买了一艘油船回来搞运输。 这艘船当时

在俄罗斯已被淘汰，买回中国进行维修，重新登记后又跟新船

一样使用。 这也是乐清第一条私人购买的大型油船。 他说，年

底大家看着他们分红非常羡慕。

脑瓜灵光的阿祥随即也召集几个朋友，出资 1260 万元购

买了一艘 6000 吨的油船。 他告诉记者，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就

几个股东， 但实际上每个股东后面都有十几个、 几十个小股

东。 好在当时造船业的利润非常高，分红自然好。

乐清造船业真正发展开始于 2002 年。 阿祥告诉记者， 当

年，一个叫阮永胜的人造了一艘 4000 吨的船，这在当时不得

了了，在乐清造船业引起了轰动。 因为之前，乐清做的都是旧

船改造翻新，然后再自己搞运输。

随即，阿祥他们也投资 2600 余万元，自己造了一艘 7000

吨的油船。 阿祥清楚地记得，当时用的图纸还是温州江海设计

院设计的。自主造船成了标志性事件，开启了乐清造船业元年。

辉煌期：同行都来学习

乐清造船业的鼎盛时期是 2006—2007 年，当时货物的海

运运费被抬高到每吨 130 元，利润非常高，在黄华、七里港的

船台上随处可见造船的火热场景。

“那个时候订单都是送上门的，根本不需要去拉业务。 ”乐

清某商会副会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浙江，乐清的造船

业起步比台州、舟山、宁波等地更早，那个时候，周边地区的很

多同行都来乐清学习考察。

“那时候造船业的钱实在是太好赚了。 ”阿祥告诉记者，他

记得，当时他们花 1300 万元造了一艘油船，造船花了一年半

时间，自己搞运输用了一年半，最后再转手还卖了 1500 万元。

阿祥对记者坦承，那时船的质量确实不是很好，实际上不

仅是乐清，全国各地的民营造船企业都一样，实力也不够，造船

队伍也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船的质量和稳定性很难保证。

2005 年 8 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对全国船舶制造业进行专

项整治活动，黄华、七里港两地 50 多家船厂进行兼并重组成

20 多家船业公司， 船舶制造也从千吨级提升至万吨级的规

模。 2006 年，乐清多位船舶检验人员被抓。

阵痛期：利息都赚不到

尽管进行了重组，但乐清造船业最终落伍了。上述商会副

会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2010 年，舟山的船舶行业创造

了 500 亿元的总产值， 紧接着是台州的 200 亿元和宁波的

100 亿元，而乐清只有 30.2 亿元。

“造船业不好，船运生意也没法做了，这是一环扣一环的

事情。 ”阿祥告诉记者，原来船运还有退税，现在不仅没有了退

税，2013 年开始还改为增值税，负担更重。 船运业和其它行业

不一样，没有大件税可以抵扣的。“现在的工人工资，人家才不

管你什么税不税的，人家就是要税后的，少了没人干。 现在做

船运苦呀！ ”阿祥摇摇头说。

阿祥告诉记者， 乐清船运实施增值税比周边的台州等地

区早大概半年，当时一些船运企业甚至有订单也不做，直接放

到台州去。 一条五六千吨的船，一年光税就上百万元，真的没

法做。 而周边的安徽、江苏等地就轻松得多。

“不要说赚钱，现在连 2 厘的利息都赚不到。 ”阿祥直言。

管理机构多也是阿祥们所忌惮的。阿祥告诉记者，一条船

涉及环保、卫生、海事、边防、码头等多个机构和部门管理，稍

不注意，罚个三五千元，不然直接扣证，花得更多。

衰败期：没有新造船只

现在乐清一条新造的船都没有，整个行业基本倒闭了。阿

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阿祥对记者感叹，温州人本来是很精明的，但有时也吃亏

在精明上。 他告诉记者， 按照合约， 俄罗斯的买家会先支付

10%的订金，然后船厂开始造船。 但是造船的周期很长，大吨

位的船一般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两年后， 如果市场不

好，买家往往违约弃船。 一条船动辄上亿元，买家损失的只是

千万元，而造船企业足以因此倒闭。

交船验收和延期同样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阿祥告诉记者，

像国内的生意，有时约好一年造好，但延期到一年半，买家也

不会罚款，这建立在一种信用上。 而国外买家不一样，如果出

现延期交船，每延迟一天，便要罚 3000 美元。而如果验收不合

格， 国内可能会协商改造， 但国外买家会选择起诉到国际法

庭，甚至辗转不同的国家，最后把船厂拖死。

记者从乐清的黄华到七里港一路走过， 原来繁忙的造船

场景早已不见踪迹。 海边偶见一二艘等待出售的船只漂浮在

海面上，原来象征着辉煌的造船厂的大型龙门架已不见踪影。

“都被切割卖掉了。 ”阿祥告诉记者，少数企业因为资金困

难，只好把龙门吊切割了当废铁卖，一台造价 200 万元的龙门

吊，当废铁只能卖 40 万元左右。

温州瓯江口岸，烈日暴晒下一艘

巨大的烂尾船显得孤寂而萧条。

这是浙江乐清市北白象镇磐石

石珠江路海域庄吉造船有限公司一

处生产基地。 今年 4月， 著名企业庄

吉系旗下包括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

司、温州远东船舶有限公司等 6 家企

业宣布破产重整。

不仅是庄吉的烂尾船充斥眼帘，

从乐清的黄华到七里港十几公里的

海岸线上，数艘等待出售的船只漂浮

在海面上。《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浙

江、江苏采访中发现，诸多造船企业

正遭受破产倒闭厄运，有的地方甚至

整个行业全军覆没。

7 月 31 日，南通市通州区法院一

则公告宣告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

破产。 这让一直在坚守的江苏造船业

感受到了严冬的寒意。

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造

船行业经历的困境还远未结束。

行业辉煌惯性

将危机误认为奥运限行

“现在还采访这个（造船）呀，没

啥好说的。 ”阿亮坐在茶桌前，近 50

岁的人，似害羞地看着《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台州地区 90%以上的造船企

业都倒闭了。 旁边一位当地朋友接过

话茬说：“不是 90%，是 99%的企业都

破产倒闭了。 ”

阿亮是台州人，此前经营两家船

厂， 台州造船最好的时期是 2005 年

到 2007 年间。 阿亮告诉记者，当时台

州地区应该有近 200 家造船企业。 他

开始是做砂石生意的，正好海边有一

块空地，看到造船生意好，就与人合

伙在海边做了几个造船台。“最好的

时候一个船台月租金 94 万元。 ”说起

当年的往事，阿亮满脸红光。 他说，当

时温州那边的很多船厂接了订单直

接放到台州这边加工。

台州是浙江民营经济发祥地之

一， 民间资本非常雄厚。 早在 2003

年，随着造船行业的兴起，台州的民

间资本大量涌入，台州一时成为全球

著名的中小船舶制造基地。 数据显

示，在高峰期台州共有 190 多家造船

企业，建造的船舶总吨位占据浙江省

的 1/3。

“民间资本涌入既推动了造船行

业的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

给这个行业埋下了隐患。 ”一位当地

政府官员告诉记者，高峰期，不仅是

企业老板，许多有点积蓄或者没有积

蓄但头脑灵活的市民意识到造船行

业有利可图， 甚至举债入股船企，造

成后来发展到一条船可能有十几个

乃至几十个股东。 他坦言，也曾有朋

友劝他去船厂入股，但考虑到自己的

公务员身份，加之造船行业进去容易

退出不易，想想还是放弃了。

“我们没有看到危机的到来。 ”阿

亮告诉记者， 2008 年上半年的生意

还可以，11 月就明显感觉到不行了。

“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但

我们不知道。 ”他说，作为海港城市，

台州与天津港的货运往来非常多。

2008 年下半年，天津港的货运明显减

少，他们以为是北京开奥运会对船运

进行了限制，没想到的是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造成货运量锐减，但他们这边

的人还在继续加大船厂的投资。

多种因素叠加

危机下船企靠天吃饭

阿亮也是加大投资的造船人之

一。 他告诉记者，当时造船业的利润

非常丰厚， 手上积累了一笔资金，而

且市场行情如日中天，他又投资几千

万元在三门县（隶属台州市）搞了一

家船厂。 没想到市场行情出现 180度

的大转弯， 一下子把钱全砸进去，到

现在也没有缓过劲来。

阿亮认为，造船行业出现今天这

样的局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

的。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大环境对行业

的影响，船运业务减少；另一方面是

一哄而上的投资、无序的竞争加速了

行业的风险， 加快了船厂倒闭的速

度。 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以前

从天津到台州的货运每吨需要 100

元，现在每吨只要 20 元，这么多年过

去了， 成本上升了利润反而巨降，船

运行业怎么生存？ 船运行业不好，自

然影响到上游造船业的发展。

“现在连 2 厘的利息都赚不到。 ”

浙江乐清市搞油船运输的阿祥这样

对记者表示。 阿祥既造船也经营油船

业务，后来造船行业不好，三艘卖不

出去的船就留下来搞运输了。 他说，

他们和台州那边的模式是一样，大部

分都是合股的， 现在市场这么差，连

存款利息都赚不到。“这个行业估计

也快要死掉了。 ”阿祥悲观地说。

门槛低也是造船行业迅速衰退

的原因。 阿亮对记者坦承，自己不懂

造船，决定投资时就从武汉以每月六

七千元的工资请了七八位工程师、设

计师过来经营起来，没有太多的技术

含量。 他的一个朋友利用 350 亩海滩

做了 11 个船台， 租出去一年有上亿

元的租金，两年就收回了投资成本。

阿亮反思说，韩国、日本的企业并

不这样做。 他们设在舟山的船企，上千

亩的海滩只有 2个船台，完全是工业化

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作业，不管刮风下雨

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一艘船三五个月

就完成了。 而中国的船企靠天吃饭，造

一艘船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阿亮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多

家船厂联合到银行要求暂时不还本

金只还利息，不然什么都不还了。 银

行也没办法， 只能接受这一现实，渡

过这一难关再说。“本金什么时候还，

鬼才知道。 ”阿亮笑笑说。

受累收购民企

大国企陷退市窘境

7 月 31 日，江苏南通通州区法院

一则公告称，终止南通明德重工有限

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南通明德重工

有限公司破产。 这让在江苏无锡做船

企的台州籍老板李先生感到阵阵寒

意。 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南通

明德在江苏造船业算比较有实力的

企业，没想到最终还是倒下了。

“明德重工的管理核心就是江苏

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李先生告

诉记者，此前还传舜天船舶要收购明

德重工，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

购。 他说，由于国际航运市场和造船

市场大环境的影响，明德重工近年来

连续亏损，一直举债经营，一度传说

连保函银行都不给开了。

资料显示，一季度，舜天船舶净

亏损 5580 万元。 7 月 15 日，舜天船舶

发布的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

上半年净利润-1.6 亿元修正为-3.7

亿元至-3.5 亿元。 显然，舜天船舶自

身也难保。

随着全球航运业和造船业陷入

低迷，江苏的荣盛重工、恒富船业、金

港船业等多家明星船企重组或破产。

有消息称，江苏东方重工 3 月份已经

申请破产重整，作为国企的舜天船舶

因为接盘明德重工濒临退市。

明德重工破产加速造船行业洗

牌已在所难免。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

认为，短期内造船业市场不会有大的

改善，未来造船业仍将进一步淘汰过

剩产能，逐步实现供需均衡。 而那些

核心技术低、实力不够强、竞争力弱

的中小企业将率先出局。 他说，总体

来看我国造船业将会逐步向好的方

向发展，但是步伐会很沉重。

造船行业经历的困境还远未结束，没有竞争力的中小船企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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