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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心组合：三一重工、恒立液压、先导智能、杭可科技、迈为股份、奕瑞科技、柏楚电子、华峰测控、华测检测。

重点组合：中联重科、锐科激光、欧科亿、华锐精密、国茂股份、至纯科技、杰克股份、杰瑞股份、弘亚数控、美亚光电、联测科技。

本周专题：

➢ 船舶是能航行或停泊于水域进行运输或作业的交通工具，按不同的使用要求而具有不同的技术性能、装备和结
构型式。按照国际主要船只分类，可分为集装箱船、散装船、油轮。①集装箱船是装载规格统一的标准货箱(称
为集装箱)的货船；②散货船是指装运输谷物、煤、矿砂、盐、水泥等大宗干散货物的船舶的统称；③油船是运
输散装石油及成品油的液货船。

➢ 全球船舶制造业呈现三足鼎立格局，大周期格局明显。①从全球造船竞争格局看，仍以中日韩三国为主，欧洲
地区及越南、菲律宾等其他新兴造船国家市场份额较低；②箱船引领强势行情；③航运业低碳及无碳化方向确
立后，现行船队老旧船舶的绿色改造或更新将成为潜在的重要市场。

风险提示：全球航运景气度下滑、钢材价格大幅上涨、美元汇率大幅走强

注：柏楚电子为机械与计算机联合覆盖，春风动力为机械与汽车联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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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是各种船只的总称。船舶是能航行或停泊于水域进行运输或作业的交通工具，按不同的使用要求而具有
不同的技术性能、装备和结构型式。一种主要在地理水中运行的人造交通工具。民用船一般称为船，军用船
称为舰，小型船称为艇或舟，其总称为舰船或船艇。

资料来源：船舶百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一. 船舶概念及结构

结构

船体与结构
➢ 提供支持船舶重量的浮力，提供装载货物、安装设备、船上人员工作及生活所需的空间和容积，

保证船舶具有安全、良好的航海性能(稳性、快速性、操纵性、耐波性等)，保证船体结构完整
性和所需的结构强度及刚性。

主机及动力推进系统 ➢ 为船舶航行提供推进动力。包括主机及其配套系统，轴系，螺旋桨等。
船舶电站 ➢ 为船上所有用电设备供电。包括发电机及其配套系统，配电系统等。
舵系统 ➢ 控制船舶航向。包括舵机及其配套系统、舵杆、舵叶等。

通信与导航系统
➢ 确定船的位置，保证船舶航行航线准确，保持与船舶内部和外部的通信联络。包括卫星GPS定

位导航系统，雷达系统，水深测量系统，通信系统等。

锚泊与系泊系统
➢ 使船具有在锚地、码头等处停泊的定位能力。锚泊系统主要由锚机系统、锚链、锚等组成。系

泊系统主要由缆绳、缆桩、绳车等组成。

消防系统
➢ 提供及时快速扑灭火灾的能力。主要由探火系统、报警系统和消防系统组成。

救生系统
➢ 在船舶淹水倾覆等紧急情况下提供对船上人员救生的能力。包括救生艇系统、救生筏系统、救

生圈、救生衣等。

防污染系统 ➢ 控制油类和有害物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包括污油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等。

货物装卸系统 ➢ 提供装卸货物的能力。包括吊车系统，吊杆系统等。
生活设施 ➢ 包括生活舱室设备、通风空调、餐饮、娱乐休闲等

材料 ➢ 材料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更新，早期为木、竹、麻等自然材料，近代多是钢材以及铝、玻璃纤维、亚克力和各种复合材料。

用途 ➢ 船舶的主要用途有：水上交通运输、海上防卫与作战、渔业、工程、勘探、海洋调查、海洋石油开发、体育竞赛、游览、娱乐等。

分类
➢ 船舶用于军事目的的，叫做军用船舶；用于运输、渔业、工程、海洋开发等方面的，则统称为民用船舶。民用运输船舶主要用来运

送旅客及货物，分为客运船舶及货运船舶两大类。客运船舶主要有游船、客船、客货船等；货运船舶主要杂货船、散货船、集装箱
船、冷藏船、滚装船、载驳船、油船等。

图：船舶结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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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船又称货柜船、货箱船或箱装船，是装载规格统一的标准货箱(称为集装箱)的货船。集装箱船可缩短
装卸货物时间，减小货损和货差，提高营运经济效益。集装箱是由金属或玻璃钢等材料制成的标准货箱。
目前集装箱运输占全球海上运输的很大部分。

资料来源：船舶百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按照集装箱船的发展情况分类 图：按照集运装箱情况分类

二. 船舶分类——集装箱船、散装船、油船

名称 简介

第一代集装
箱船

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横穿太平洋、大西洋的
17000-20000总吨集装箱船可装载700-1000TEU

第二代集装
箱船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40000-50000总吨集装
箱船的集装箱装载数增加到1800-2000TEU，航
速提高到26-27节。

第三代集装
箱船

出现于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航速降低至20-
22节，装载数3000TEU，是高效节能型船。

第四代集装
箱船

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集装箱船的航速进
一步提高，集装箱装载总数增加到4400个，重
量减轻了25%；船员人数减少，集装箱船经济
性提高。

第五代集装
箱船

作为第五代集装箱船的先锋，德国船厂建造的
5艘APLC-10型集装箱可装载4800TEU，船长/船
宽比为7~8，船舶的复原力增大

第六代集装
箱船

1996年春季竣工的Rehina Maersk号集装箱船，
最多可装载8000TEU

名称 简介

部分集装箱船
以船的中央部位作为集装箱的专用舱位，其他
舱位仍装普通杂货

全集装箱船
指专门用以装运集袋箱的船舶。集装箱船的舱
内可堆放三至九层集装箱，甲板上还可堆放三
至四层。

可变换集装箱船
其货舱内装载集装箱的结构为可拆装式的。因
此，它既可装运集装箱，必要时也可装运普通
杂货。



5

➢ 散货船是指装运输谷物、煤、矿砂、盐、水泥等大宗干散货物的船舶的统称，习惯也称干散货船或散装货
船。因为散货船的货种单一，不需要进行包装成捆、成包、成箱的装载运输，货物不怕挤压，便于装卸，
所以都是单甲板船。散货船的特点是：单层甲板，尾机型，船体肥胖，航速较低，因常有专用码头装卸，
船上一般不设装卸货设备。

➢ 散货船是专门用来运送煤炭、矿砂、谷物、化肥、水泥等散装货物的船舶。散货船一般为单层甲板双层底，
驾驶室和机舱都在舰部，货舱口比杂货船的要宽，带有顶边舱和底边舱，便于货物向货舱中央集中，有较
多的压载水舱用于压载航行。

资料来源：船舶百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散货船分类 图：单壳结构散货船货仓横剖面

类型 载重吨 特征

灵便型 2-5万吨 对航道、运河及港口的适应性，载重
吨量适中，且多配有起卸货设备，营
运方便灵活大灵便型 超过4万吨

巴拿马型 6-7.5万吨
满载情况下可以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散
货船

好望角型 15万吨左右
船型以运输铁矿石为主，由于尺度限
制不可能通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
运河，需绕行好望角和合恩角

大湖型散
货船

3万吨左右

经由圣劳伦斯水道航行于美国、 加
拿大交界处五大湖区的散货船，以承
运煤炭、铁矿石和粮食为主。该型船
尺度上要满足圣劳伦斯水道通航要求

小型散货
船

2-2.7万
最大船长不超过222.5米，最大船宽
小于23.1米，最大吃水小于7.925米。

二. 船舶分类——集装箱船、散装船、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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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船是运输散装石油及成品油的液货船，是指建造或为主要在其装货处所装运散装油类（原油或石油产品）
的船舶，包括油类、散货两用船，以及全部或部分装运散装货油，并符合《73/78防污公约》附则II所规定
的任何化学品液货船。

➢ 油船分为原油船和成品油船。油船的吨位从几百吨至几十万吨，装载原油的船舶吨位较大，巨型油船
（VLCC）吨位为20-30万吨，超大型油船（ULCC）吨位为30万吨以上，油船属于吨位最大的一种船舶。

资料来源：船舶百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油船分类 图：典型双壳油船货油舱中横坡面示意图

类型 载重吨 特征

通用型 1万吨以下 以运载轻质油为主

灵便性 1-5万吨

分小灵便性和大灵便性，灵活性强，
吃水浅，船长短，舱数量多，需求
量很大

巴拿马型 6-8万吨 船型以巴拿马运河通航条件为上限

阿芙拉型 8-12万吨
经济型最佳，事实和白令海冰区航
行邮轮的最佳船型

苏伊士型 12-20万吨 船型以苏伊士运河通航条件为上限
巨型 20-30万吨 为了在主尺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载

重量，多半采用较为丰满的线性，
船体肥胖超巨型 30万吨以上

二. 船舶分类——集装箱船、散装船、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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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筏时代
➢人类以舟筏作为运输、狩猎和捕鱼的工具，至少起源于石器时代。中国1956年在浙江出土的古代木桨，据鉴
定是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说明舟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年代。

➢代表性的船舶工具：独木舟、筏、木板船、桨、篙和橹
帆船时代
➢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帆船发展的鼎盛时期。15世纪初中国航海家郑和远航东非，15世纪末C.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他们的船队都是由帆船组成的。在帆船发展史中，地中海沿岸地区、北欧西欧地区和中国都曾作
出重大贡献。19世纪中叶美国的飞剪式快速帆船，则是帆船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不同地区的帆船，在
结构、形式和帆具等方面各有特色。

➢代表性船舶：地中海的古帆船、北欧和西欧帆船、飞剪式帆船、中国“宝船”
蒸汽机船时代
➢ 18世纪蒸汽机发明后，许多人都试图将蒸汽机用于船上。1807年，美国人R.富尔顿首次在“克莱蒙脱”号船
上用蒸汽机驱动装在两舷的明轮，在哈德逊河上航行成功。从此机械力开始代替自然力，船舶的发展进入新
的阶段。

➢代表性的船舶：“大东方”号蒸汽机船、“萨凡特”号蒸汽机帆船、“阿基米德”号船
柴油机船时代
➢柴油机船问世后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船。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国际贸易的空前兴旺，中
东等地石油的大量开发，促使运输船舶迅速发展。1982年同1948年相比，船舶艘数增长了1.6倍，总吨位增长
了4.3倍（见世界商船队）。船舶普遍采用柴油机推进。为了提高船舶运输的经济效益，船舶出现了大型化、
专业化、高速化、自动化和内燃机化的多种趋势。

➢代表性船舶：中国的“风”字号和“阳”字号货船、美国建造的“SL-7”型高速集装箱船

资料来源：公众号“广州航运交易平台”、天风证券研究所

三. 船舶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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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造船竞争格局看，仍以中日韩三国为主，欧洲地区及越南、菲律宾等其他新兴造船国家市场份额较低。
以载重吨计，2022年1-7月中日韩三国造船完工量之和、新接订单量之和、手持订单量之和分别占全球的
97.4%、96.1%、94.7%。即便考虑到欧洲船企建造高附加值的豪华邮轮，以修正总吨计，中日韩三国上述指
标也分别占到全球87.7%、95.8%、86.1%的份额。从中日韩三国竞争态势看，当前继续维持“三足鼎立”的
格局：以载重吨计和以修正总吨计，中国三大指标均保持领先。

资料来源：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公众号“中研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四. 发展趋势——船舶制造工业中日韩三足鼎立，国内船舶工业发展保持稳定

44.40%

31.70%

21.30%

2.60%

中国 韩国 日本 其他

图：2022年1-7月份国际市场造船完工量（以载重吨计）

51.10%

34.90%

10.10%

3.90%

中国 韩国 日本 其他

图：2022年1-7月份国际市场造船新接量（以载重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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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展趋势——船舶制造工业中日韩三足鼎立，国内船舶工业发展保持稳定

图：2019-2022年7月中日韩三国造船完工量占比（以载重总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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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9-2022年7月中日韩三国新接订单量占比（以载重总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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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7月，全国造船完工2085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3.8%。承接新船订单2572万载重吨，同比下降43.1%。
7月底，手持船舶订单1036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5.6%。全国完工出口船1795万载重吨，同比下降20.8%；承
接出口船订单2359万载重吨，同比下降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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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展趋势——船舶制造工业中日韩三足鼎立，国内船舶工业发展保持稳定

图：2019-2022年7月中日韩三国手持订单量占比（以载重总吨计）

➢ 2022年7月末我国手持出口船订单921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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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91.7%和88.9%。

➢ 2022年1～7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4.4%、51.1%和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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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国家 世界 韩国 日本 中国

造船完
工量

万载重吨
/占比

4700 1488 1003 2085
100% 31.70% 21.30% 44.40%

万修正总
吨/占比

1614 455 293 668
100% 28.20% 18.10% 41.40%

新接订
单量

万载重吨
/占比

5036 1758 507 2572
100% 34.90% 10.10% 51.10%

万修正总
吨/占比

2623 1096 171 1242
100% 41.80% 6.50% 47.40%

手持订
单量

万载重吨
/占比

21540 6987 3068 10366
100% 32.40% 14.20% 48.10%

万修正总
吨/占比

10272 3573 988 4283
100% 34.80% 9.60% 41.70%

图：2022年1-7月份世界造船三大指标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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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船引领强势行情。集装箱船方面，2021年1-12月，全球签约新船订单548艘4499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26.9%，具体订单包括194艘万箱船、156艘中型箱船和198艘支线箱船。散货船方面，2021年1-12月,全球签
约新船订单449艘385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61.9%,具体订单包括80艘好望角型船 151艘巴拿马型船、124艘大
灵便型船和94艘小灵便型船。油船方面，2021年1-12月，全球签约万吨以上新船订单239艘2313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10.9%，具体订单包括33艘VLCC、11艘苏伊士型油船、49艘阿芙拉型油船及146艘中小型成品油船、
化学品船。液化气船方面，2021年1-12月，全球签约新船订单188艘1149万载重吨，同比增加80.1%，具体包
括75艘大型LNG船、57艘VLGC和56艘中小型液化气船。

资料来源：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宋歌、张淼《造船市场月评》，天风证券研究所

五. 大周期趋势明显——箱船引领强势行情

图：2021年完工船舶产品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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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低碳及无碳化方向确立后，现行船队老旧船舶的绿色改造或更新将成为潜在的重要市场。从来自克拉
克森的数据看，当前全球船队20年以上船龄的船舶运力计占比8.7%，15年以上船龄的船舶运力占到21.8%；
以艘数计，20年和15年以上的占比分别高达39% 和49.9%。EEXI、CII既可刺激改装，更会促使船东考虑更替方
案，这是一个未来几年都将不断发力的潜在市场。

资料来源：李彦庆《新造船市场：“虎虎生威”即将来临？》、天风证券研究所

五. 大周期趋势明显——现行船队绿色改造或更新市场潜力巨大

图：中老龄船舶占全球主力船型占比

船型大类
15年以上占比 20年以上占比

运力计 艘数计 运力计 艘数计

箱船 22.7% 33.7% 6.8% 13.8%

散货船 16.7% 50.6% 7.2% 41.3%

油船 23.8% 44.5% 5.9% 30.5%

气体船 17.3% 25.6% 6.8% 14.9%

客船 41.9% 66.5% 27.8% 57.3%

其他 52.2% 51.3% 39.5% 41.4%

合计 21.8% 49.9% 8.7%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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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一、全球航运景气度下滑；

受到俄乌冲突爆发影响，大宗货物海外原材料价格提升海运价格震荡上升。叠加疫情影响，进出口受到部分管制，全球经
济面临较大下行风险。主要国家和地区终端消费能力减弱，经济复苏较为疲软，导致海运市场目前较为低迷，今年二季度
船舶运输企业景气指数下降至微景气区间。

二、钢材价格大幅上涨；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未消退，叠加全球市场对于俄罗斯天然气能源供应预期走低，导致制钢成本上升，钢铁制造业价格走
高、需求低迷，使得船舶交易价格上升，从而影响全球船舶供需市场。

三、美元汇率大幅走强；

美元汇率走强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在亚欧等地形成金融冲击，日韩等主要船舶制造国家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冲击，进口制船原
材料价格上升，成本增加，船舶完工量回落，加剧全球船舶交易市场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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