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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会议

指出，未来十年是中国造船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中国船

舶配套能力的增强、技术研发实力的逐步上升和国家产业政

策的大力支持，国际造船中心正逐渐向中国转移。这从我国

每年承接的世界各国新船订单的份额上就可以看出。据有关

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达到528万载重吨，

占世界市场份额从13.3%上升到15.3%；承接新船订单的世界

份额从18.2%上升到27.1%；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手持船舶订

单的世界份额从15.7%上升到20.3%。 中国造的船畅游全世界 

作为全球船运最发达的地区，欧洲每年的船只需求量都很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和韩国曾是欧洲企业船只重要的

采购地。但是近年来，情况变了，中国船只越来越受到欧洲

客户的青睐。日前，浙江造船公司与德国奥特曼运输公司成

功签订了总金额高达24亿美元的运输船合同。 与此同时，温

州的中国欣顺船业集团顺利接到了希腊首笔10亿美元的造船

订单，这为中国造船业特别是中小船厂进入希腊船舶市场提

供了首张“通行证”。希腊是世界第一大航运国，由希腊船

东控制的商船吨位占全球近20%。 在黄浦江畔一个静静的港

湾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正在为美国康

菲石油公司建造一艘30万吨储油轮。按合同规定，这只代表

世界最高造船水平的巨船将在2007年4月30日之前交付。 如今

，无论是南欧的希腊、意大利，还是西欧的法国、英国以及



北欧各国，到处都有中国船企的客户。中国造的船在世界各

地畅游。 中韩争抢造船市场 据伦敦克拉克森公司的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在接受订货总数排名世界50强的造船

企业中，尽管韩国公司占据了前七名，然而它进入世界50强

的造船企业数量却少于中国和日本。 在这份报告中，日本和

中国各有15家造船企业进入世界50强，而韩国只有9家企业上

榜。中国大连和上海的两家造船厂在排名中位居第八和第九

位。业界专家认为，韩国造船企业重点招揽高附加值的超大

型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订单，而中国造船企业则大量接受中

小型轮船的订单，而且正在扩大船坞设施，以便开拓超大型

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市场。 据欧洲媒体披露，目前很多欧洲

大型船运公司的订单从韩国现代重工、大宇造船、三星重工

等转向了中国造船厂。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在价

格方面比韩国便宜；二是中国造船业产业链比较完整，拥有

欧洲造船质量认证及优越的港口条件；三是与韩国有所不同

，中国造船厂的很多技术是由欧洲海运公司提供的，更符合

欧洲人的习惯。客户纷纷转向中国对韩国造船业界来说，的

确是个不小的冲击。 值得关注的是，造船强国韩国也在抓紧

时间与中国争夺市场。为实现今年承接100亿美元订单的目标

，3月上任的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总经理南相泰于5月下旬

访问了英国、希腊、卡塔尔、阿尔及利亚和挪威，与当地的

船东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就签署新船订单达成了一系列原则

性协议，并表示今年承接100亿美元订单“不成问题”。 面对

追赶步伐不断加快的中国造船业，韩国业界开始向更高技术

含量船型突破，以期保持领先优势。据海外媒体报道，三星

重工正打算开发设计达14000TEU(20尺标准集装箱)的全球最



大集装箱船。同时，韩国大宇还加快了在中国的投资，将生

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求降低成本。 我造船技术有待追赶日

韩 上海长江口岸的长兴岛，这两年变得越发热闹起来。由于

未来10年这里将打造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这个默默无闻的

小岛一夜间被世界瞩目。江苏省也已提出了“立足本省，面

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造船发展战略。山东省则正在加紧规

划建设三个大型船舶工业园区。福建省也在进行大规模的规

划投资，计划2005年造船量超过百万吨。 近年来，世界散货

船巨头比利时波士玛航运公司、世界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的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以及美国、希腊、土耳其等纷纷与上海外

高桥造船公司签约。如今，上海外高桥公司已累计承接各国

订单近60艘，被称之为世界散货船建造中心。 根据国家“十

一五”发展规划，到2010年中国的造船能力将由现在的1250

万载重吨提高到4000万载重吨，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

国。 但也有专家提醒，目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

相比，至少相差10年。而且中国的船用设备几乎80%都需要进

口，日本、韩国的自给率则都在85%以上，中国造船业规模

虽大，利润却很低。因此，中国是一个造船大国，却不是造

船强国。 作为中国船舶工业的主管部门，国防科工委提出的

目标是：经过10年到15年的发展，我国船舶工业的综合竞争

力接近日本、韩国的水平。同时在造船总量上，预计到2015

年达2400万载重吨，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