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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经济

马士基经纪与Lightship合并告吹

2014 年在船舶经纪行业引起轰动的马士基经

纪与 Lightship 租船公司合并案出现逆转，日前，两

家公司的合并宣告失败。

据 Lighthship 租船公司的一份内部通告显示，

该公司管理层对两家公司合并失败表示“遗憾”。

通告称公司正处在“不幸的境地中”，两家公司的

合并过程将马上停止。

据了解，两家公司最初的计划是共同建立一

家各占一半所有权的新公司，并决定将新公司命

名为 LMB。

Lightship 称，这次虽然不能与马士基经纪强强

联手，但公司还会寻找其他途径来发展公司干散

货业务。此外，该公司还将继续发展奥斯陆和新

加坡的租船业务。

2014 年 11 月，船舶经纪业爆出一连串的并购

交易之后，马士基经纪也寻求可能的合并、合资计

划。2014 年 12 月 15 日，马士基经纪决定与丹麦船

舶 经 纪 公 司 Lightship 合 并 。 马 士 基 经 纪 成 立 于

1914 年，是马士基集团创始人穆勒家族的私人公

司，在全球拥有 350 多名经纪人和员工。在该公司

成立的前 75 年，主要做马士基集团的内部业务，但

最近 25 年开始拓展至其他公司。

日本造船企业或将收购

巴西钻井船
由日本造船企业及商社等组成的投资联盟眼

下正考虑收购巴西当地造船厂建造的钻井船。

坐 落 在 巴 西 Bahia 地 区 的 合 资 造 船 厂 ——

Enseada Industria Naval S.A. 公 司 曾 经 从 本 国 Sete

Brasil 公司获得了 4 艘钻井船订单，每艘船价为 8

亿 美 元 规 模 。 根 据 计 划，相 关 船 舶 将 出 租 给 巴

西 国 营 能 源 企 业 Petroleo Brasileiro S.A.

（Petrobras）公司。

根据当地媒体 Folha de S.Paulo 消息，本月中

旬 ，日 本 Kawasaki（川 崎）重 工 、IHI 公 司 以 及

Mitsubishi Corp 南美分社等公司的董事长与巴西

总统 Dilma Rousseff 见面进行了有关该钻井船收

购、投资方案的协商。

据了解，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也有可能

参加相关投资项目。在此背景下，相关钻井船收

购项目即将确认。根据展望，日本方面集团将收

购 Sete Brasil 公司眼下持有的相关钻井船系列 85%

股份，还有 Odebrecht Oil & Gas 公司将持有剩下的

15%股份。

菲律宾成立首个造船协会“SHAP”

近日，菲律宾首个造船业界协会——“菲律宾

造 船 协 会 (SHAP,Shipyards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正式成立。该协会创始会员除了包括

R & LT Shipyard 公司等在内的当地造船厂以外，

还包括日本 Tsuneishi(常石)造船、新加坡 Keppel 公

司以及澳大利亚 Austal 公司等外籍造船厂的当地

法人。

菲律宾造船协会的目的是发展成为亚洲地区

造船维修(SBSR,ship building and ship repair)枢纽，

联合应对品质及安全、保健、环境等的改善，也将

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意见。

根据菲律宾海洋产业厅消息，眼下在菲律宾，

以 2013 年为准，共有 113 家造船厂进行工作，其中

共有 7 家规模较大的大型造船厂、12 家中型造船厂

以及 94 家小型造船厂。

共有 17 家公司登记了该协会创始会员，虽然

Tsuneishi Heavy Industries (Cebu) 公 司 及 Keppel

Philippines Marine 公司等主要外籍造船厂也包括

其 在 内 ，但 在 菲 律 宾 最 大 规 模 造 船 厂 ——

HHIC-Phil（韩国韩进重工当地造船厂）没有纳入

到其中。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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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潇雨

中国三家国有航空公司已经保持多年的稳定格局

很可能将从曾经一度被“边缘化”的货运业务整合开始

被重新打破。

有意推动货运整合已久

“目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三大航货运合并，”一位

接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的

人士近日对记者透露，“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方案出台，但

相关的调研和准备工作都已经在进行中，此前曾执掌国

资委的国务委员王勇将主抓这件事。”

或许正是因为得到了高层的首肯，一向谨慎的航

空业的主管机构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下称民

航局）也并未对这一问题予以回避。在日前举行的中

国民航发展论坛上，民航局副局长周来振向外界透露

了货运合并正在积极推进的消息。周来振表示，合并

之后的新公司将成为全球第四大、亚洲最大的货运航

空公司。

不过，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民航局宣传部方面表示，

对外界传言的货运航空合并的消息无法告知真伪，并称

周来振未就此事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目前全球最大的几家航空货运企业都是由跨国快

递集团所控制，比如美国联邦快递、联合包裹速递以及

德国 DHL，而由航空公司组建的航空货运企业规模都远

远比不上其自身的客运业务，但这类企业却拥有通达广

泛的航线网络以及客运航班的腹舱，可以灵活组织业务

形式和资源。

民 航 局 有 意 推 动 货 运 整 合 已 久 ，早 在 2010 年 4

月 便 曾 组 织 三 大 航 高 层 共 同 调 研 货 运 业 务 合 作 的

事 宜 。

“当时航空货运处在艰难时期，每家公司的日子都

不好过，所以‘抱团取暖’似乎是个比较合理的方式，”一

位曾参与此事的国有航空公司中层近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透露，“但当时并没有来自高层主管机构的强力支

持，而三大航又对此有各自的心思和算盘，所以最终没

能推动。”

前述国有航空中层表示，“民航局对于国有航空货

运业务的状况一直不满意，早就希望有所改变，但这其

中存在的阻力也相当大。”

早在 2009 年 9 月，民航局便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

进航空货运发展的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指

出“货运航空公司国际竞争力不强，航空货运依然是航

空运输的薄弱环节。”意见稿也给出了提振航空货运的

具体方式，“针对全货运航空公司规模小、缺乏规模经济

效益的状况，鼓励航空公司实行收购、兼并、重组，尽快

形成几家有一定规模、能够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全货运

航空公司”。

“先做大，再做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三大航货

运业务重组便进入了民航局的“议事日程”。

三大航仍存博弈

“三大航虽然同属国资委，但相互之间的博弈也相

当激烈，”一位曾供职于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需要大家拿出资源共同做事，首先会有

人抵触，如果没法抵触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到更多

的利益。”

一位航空货运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三大航货运业

务规模和业务发展的状况各不相同，合并之后的主导权

以及与三大航之间存在交叉业务的协调都是需要解决

的问题。

比较典型 的 例 子 是 中 国 东 方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称东航），此前东航总经理马须伦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透露了东航打造现代综合服务集成商和航空物流服

务商的进展，其中货运物流业务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

据马须伦透露，东航将旗下原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

司、上海航空货运有限公司以及长城航空进行了整合，

并注入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通过“天地合一”的方

式从传统货运向价值链、服务链的两端延伸。

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航）旗下中

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在 2011 年与香港国泰航空公

司货运业务实现了合资，但国泰航空的货运业务却与东

航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航）都存在业

务竞争的关系。

前述国有航空公司人士表示，“正因为如此，货运整

合的推进困难重重，一度被搁置，如果要想做成就必

须要有高层强力推动，就像当年推动东航与上航整合

一样。”

“民航局不久前给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专门

提到了货运整合，国务院相关高层领导到航空公司调

研时也就此内容进行了重点探讨并首肯，因此才促成

此事最终推进到了目前层面，至于是否会像前几次那

样无果而终，相信可能性较小，因为货运整合可能只是

新一轮行业重组的前奏。”前述接近国资委的人士对记

者透露。

“货运重组显然只是一个开始，”一位民航业资深观

察人士对记者表示，“事实上有关国有航企重组的消息

也一直暗流涌动，恐怕不止是停留在传言的层面。”

前述接近国资委的人士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作为有着明显功能定位区分的服务业企业，国有航

空公司重新捏合成一家企业的可能性比较小，但适度缩

减规模、优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也是

新形势下央企整合的一种思路，从局部业务整合开始，

根据效果来决定下一步的方向和方式。”

中国民航业经历了多次从分到合，又从合到分的

历程，无一不与当时所处的大环境以及政策方向密切

相关，如今再次走到了一个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的十字

路口。

■ 欧阳春香

据交通运输部日前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由交通

部、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四部委于 2013 年 12 月下发

的《老 旧 运 输 船 舶 和 单 壳 油 轮 提 前 报 废 更 新 实 施 方

案》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这意味

着 ，我 国 对 航 运 企 业 实 施 的 拆 船 补 贴 政 策 将 延 续 两

年，航运龙头企业中国远洋、招商轮船、中海发展等将

持续受益。

在船价低迷的情况下，中远集团、马士基、长荣海运

近期纷纷推出新造船计划。分析认为，航企加快老旧船

退役步伐，订造一批节能高效的新船型，将有助于消化

航运市场过剩运力，提升航企盈利水平。

拆船补贴优惠延续

2013 年 12 月开始推行的拆船补贴政策，在近几年航

运持续低迷、运力过剩的情况下，在改善航运企业盈利

状况、调整航运企业运力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方案，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按 1500 元/总

吨的基准，对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提前报废更新的老旧运

输船舶和单壳油轮进行补助。如今，该优惠政策将延长

两年。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船东的拆解量达

到创纪录的 670 万总吨，占全球总量的 30%。2015 年以

来，拆解量也达到 220 万总吨。克拉克森分析师认为，其

中部分原因是中国船东在政府拆船补贴政策的激励下

增加了拆船数量。

拆船补贴在扮靓航运上市公司 2014 年业绩中发挥

的作用不可小觑。2014 年，中国远洋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为 17.43 亿元，其中包括控股股东中远集团转拨付

的船舶报废补助资金 13.79 亿元。中海发展 2014 年扭亏

为盈，实现净利润 3.11 亿元，公司表示其中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是公司去年下半年收到船舶报废更新政府补助

资金 4.56 亿元。

今年，中国远洋将继续通过拆旧造新来优化运力结

构。根据中国远洋 2015 年船舶退役计划，将继续拆解 23

艘船舶共计 114 万载重吨。

加大新造船力度

在拆解旧船的同时，近期，中远集团、马士基、长荣

海运均推出了新造船计划。

据 悉 ，中 远 集 团 将 在 3 家 中 国 船 厂 订 造 13 艘

20000TEU 超 大 型 集 装 箱 船 ，总 价 值 达 到 19.5 亿 美

元 。 中 远 集 团 计 划 于 2017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陆 续 接 收 这

批新船。

中远集团的这笔订单将成为中国船厂建造的最大

集装箱船。中远集团的集装箱船订单将参与中国政府

资助的“拆船补贴”政策。按照规定，在中国船东于国内

拆船厂报废船舶之后，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助金以订造相

应新船。

今年 1 月，中远集团还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

17.49 亿美元(约合 108.78 亿元人民币)的船舶融资协议，

用于支持中远集团在国内骨干船厂订造目前我国最大

的 9 万吨级半潜船、30 万吨级超大型原油轮、9400 箱集装

箱船以及节能环保散货船等 53 艘船舶，以替代近两年拆

解的 100 余艘老旧船舶。

近日，马士基航运也与现代重工签署意向书，将订

造 16 艘 14000TEU 集装箱船，总价接近 20 亿美元。6 月

初，马士基刚在大宇航运下单订造 11 艘 20000TEU 集装

箱船。6 月 17 日，长荣海运副董事长在股东大会上表示，

即将订造 20 艘支线集装箱船。

国内的多家航运公司也通过定增募资投入造船主

业。招商轮船股票非公开发行 6 月 24 日获证监会通过，

公司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全部用于购建 5

艘节能环保型 VLCC 油轮和 6 艘节能环保型散货船。中

远航运今年 1 月也发布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 25 亿元，用

于建造船舶的募集资金为 17.5 亿元，拟用于 2 艘半潜船、

7 艘多用途船和重吊船建造。

从 2014 年中旬开始，全球造船业界新造船价呈现下

降趋势。摩根士丹利认为，今年新造船价或明显下降，

而且这一下降趋势将延续至 2016 年。在新造船价下降

及拆船补贴双重利好下，航企纷纷推出新造船计划，将

有利于公司未来盈利持续改善。

航企纷纷推出新造船计划 拆船补贴优惠延续

中国三大航空公司整合超级货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