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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4艘订单！中国全部拿下(下)全球24艘订单！中国全部拿下(下)
中国造船业占世界市场50%以上中国造船业占世界市场50%以上

5%~10%的下降。
洪宪林说，这主

要得益于集装箱运输
对汽车运力紧张的缓
解。但新能源汽车携
带的动力电池属于危
险品，集装箱运输比
较复杂，因此，新能
源汽车厂商更倾向于
选择汽车运输船。这
使得新能源汽车出口
最火热的欧洲航线，
舱位仍然比较紧张。

日前，深圳市也
出台方案，对经深圳
港海上运输外贸出口
的汽车，和汽车滚装
航线航次给予资助，
⿎励车企从深圳港出
口车辆。

中 国 首 季 造 船
新 接 订 单 量 占 世 界
62.9%

4 月 2 0 日 ， 国 新
办就2023年一季度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举行发布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
调 局 局 长 陶 青 出 席
并 介 绍 相 关 情 况 。
陶青表示，2023年一
季 度 ， 中 国 船 舶 工
业 经 济 运 行 企 稳 回
升，呈现稳中向好、
稳 中 有 进 、 稳 中 提
质3大特点。统计数
据 显 示 ， 1 - 3 月 份 ，
中国造船完工量917
万 载 重 吨 ； 新 接 订
单量1518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53%。截⾄
3月底，手持订单量
11452万载重吨，同
比增长15.6%。

首 先 是 稳 中 向

好。1~3月，中国造
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
重 吨 计 分 别 占 世 界
总量的43.5%、62.9%
和50.8%，为世界第
一。2022年，在全球
18种主要船型中，中
国共有12种船型新接
订单量居全球第一。

稳中求进。高端
船型取得新突破，截
⾄3月底，全球共交
付了6艘24000TEU级
集装箱船，全部都由
中国船厂建造；中国
船企抓住汽车运输船
市 场 回 升 的 有 利 时
机，包揽了今年一季
度全球24艘汽车运输
船建造订单。此外，
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工程进展顺利，总
体进度已达91%，正
在全面调试和内装完
工阶段，预计将于今
年年底实现交付。

稳中提质。船舶
订单质量明显提升，
绿 色 化 发 展 步 伐 加
快。1—3月，中国新
接 船 舶 订 单 结 构 优
化，修载比达到0.485
， 处 于 历 史 最 好 ⽔
平。2022年以来，中
国新接订单中绿色动
力船舶占比约50%。

“总体来看，中
国船舶工业在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和影响力持续攀升，
产业发展也站在了新
的更高起点上。”陶
青说。

中国造船巨头拿
下法国210亿大单

据中国船舶报报
道，4月6日，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与法
国达飞海运集团在北
京 正 式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协 议 包 括 建 造
2型16艘大型集装箱
船，金额达210多亿
元人民币，创下了中
国造船业一次性签约
集装箱船最大金额的
新纪录。

此次订单包括12
艘15000TEU甲醇双
燃料动力大型集装箱
船和4艘23000TEU液
化天然气（LNG）双
燃料动力超大型集装
箱船。这也是中国船
舶集团首次批量承接
甲醇燃料动力箱船订
单。

官网信息显示，
中国船舶集团于2019
年10月14日由原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与原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联合
重组成立的特大型国
有重要⾻干企业，有
科研院所、企业单位
和上市公司104家，
资产总额8900亿元，
员工22万人，拥有中
国最大的造修船基地
和最完整的船舶及配
套产品研发能力，能
够设计建造符合全球
船级社规范、满足国
际通⽤技术标准和安
全公约要求的船舶海
工装备，是全球最大
的造船集团。

目前，中国船舶

集团旗下共计有11家
上市公司，分别为中
国船舶、中船应急、
中 船 汉 光 、 中 船 科
技、中船防务、久之
洋、中国重工、中国
动力、中国海防、中
国船舶租赁（港股）
、昆船智能。对于上
述A股公司来说，中
国船舶集团拿下的合
作大单无疑是一个大
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
招商证券在近日发布
研报称船舶大周期已
然到来，行业龙头有
望率先复苏。短期来
看，2022年以来，新
造船价持续上涨而船
⽤ 钢 板 价 格 持 续 回
落 ， 形 成 利 润 剪 刀
差；长期来看，在国
际船舶低碳减排政策
驱动+旧船替换需求
的影响下，船舶行业
有望迎来长期的确定

性的景气向上。经过
我们的测算，我们发
现 未 来 5 年 散 货 船 +
油船将迎确定性订单
潮，否则航运的需求
缺口将会明显扩大。
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
升，则进一步强化了
在周期上行早期，龙
头抢单的优势。

从供给端看，全
球产能基本出清，世
界造船看中国。受前
期海运市场长期低迷
影响，全球活跃造船
厂商持续减少。根据
Clarksons数据，全球
活跃船厂从2008年的
1014家下降⾄2022年
373家。目前中国造
船三大指标占全球造
船市场份额50%，国
内行业集中度不断提
高，2022年中国有6
家造船企业进入全球
前1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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