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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委印发重要政策,推动造船行业绿色升级

——船舶制造业政策解读

最近一年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2023/12/29

表现 1M 3M 12M

航海装备Ⅱ 6.2% 1.7% 21.0%

沪深 300 -1.6% -7.0% -11.0%

事件：

五部委联合印发《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2023
年 12月 26日，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部署，顺应国际海事组织（IMO）提出的全球海事船舶温室气体减

排要求，工信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
—2030 年）》。目标到 2025 年，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体系初步构建：

绿色船舶产品供应能力进一步提升，船用替代燃料和新能源技术应用与

国际同步，液化天然气（LNG）、甲醇等绿色动力船舶国际市场份额超

过 50%。根据我们测算，2023 年中国造船总产能与绿色产能国际市场占

比分别为 46.6%、45.8%，中国造船新单国际市场份额自 2020 年呈明显

上升趋势，其中 2023年绿色新单占比达 50.9%。在造船绿色政策推动下，

中国国际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增加。到 2030年，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体

系基本建成。此次行动纲要围绕绿色这一关键词，指出提高绿色船舶建

造能力与推进船舶建造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绿色船舶产品体系，

推动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等行动纲领。

投资要点:

 航运脱碳已成国内外行业共识

2023年，IMO 提出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要尽快达峰，并于 2050
年前后达到净零排放。与 2018 年 IMO初步战略相比时间更为提前，

目标要求也有所加强。2023 -2027年， IMO与 EU接连实施 EEXI、
CII、ETS等脱碳政策，持续加速老旧运力出清，推动船舶产业不断

向绿色化发展。 IMO全面征收碳税，将大大降低老旧船舶的经济性，

迫使其退出市场。在不同场景下，我们预计 2024-2026年，合规所

需的船舶淘汰或减速将使 10%-30%运力退出市场，预计 2030 年环

保法规分别会导致约 70%/60%/35%的船舶退出合规市场，将会造成

运力缺口，导致航运运价上涨，为船东更新船队提供资金支持。

2023年 7月 13日，航运行业各界代表在船舶电气化技术高峰论坛

上深入探讨内河船舶电气化技术应用的实施路径，并签署了中国首

个以内河航运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倡议书，一致承诺将切实

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全面提升航运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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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绿色船舶建造能力与推进船舶建造绿色化是未来发展重心

《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年）》提出未来船舶

制造业提高绿色船舶建造能力、推进船舶建造绿色化的发展方向。

纲要提出从船型研发、能源装备、动力系统、配套设施、专项技术

等多方面提升绿色船舶建造能力，以响应 IMO航运脱碳目标和沿海

内河船舶电气化，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从船舶设计、总装建造、供

应链建设等多维度加速船舶建造绿色化，进一步提高造船行业门槛。

 中国造船市场份额持续增长，仍有增长潜力

根据我们测算，2023 年中国造船总产能与绿色产能国际市场占比分

别为 46.6%、45.8%。订单份额方面，中国造船新单国际市场份额自

2020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绿色新单逐年增长，2023年达 50.9%；

在造船绿色政策推动下，中国国际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增加。

  行业评级及投资策略

绿色航运需求具有长期成长性，造船产能的紧张利好业绩弹性。中

国造船/船用主机业的佼佼者有望充分享受本次周期上行带来的红

利，建议重点关注。维持船舶制造行业“推荐”评级。

  重点关注个股

重点关注中国船舶、中船防务、中国重工、扬子江、中国动力

  风险提示

建材价格上涨超预期；航运行业景气不及预期；IMO 环保约束不及

预期；新增船舶/船用主机产能超预期；重点关注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测算仅供参考，以实际披露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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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五部委联合印发《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2023年 12
月 26日，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

顺应国际海事组织（IMO）提出的全球海事船舶温室气体减排要求，工信部等五

部委联合印发《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年）》。目标到 2025
年，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体系初步构建：绿色船舶产品供应能力进一步提升，船

用替代燃料和新能源技术应用与国际同步，液化天然气（LNG）、甲醇等绿色动

力船舶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50%；骨干企业减污降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绿色制

造水平有效提升，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较 2020年下降 13.5%；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进一步完善，碳足迹管理体系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根据我们测算，

2023年中国造船总产能与绿色产能国际市场占比分别为 46.6%、45.8%，中国

造船新单国际市场份额自 2020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 2023年绿色新单占比

达 50.9%。在造船绿色政策推动下，中国国际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增加。到 2030
年，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绿色船舶产品形成完整谱系供应能力，

绿色船舶技术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绿色船舶国际市场份额保持世界领先；骨干企

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绿色示范企业，

全面建成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此次行动纲要围绕绿色这一关键词，指出提高绿

色船舶建造能力与推进船舶建造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绿色船舶产品体系，

推动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等行动纲领。

评论：

1. 航运脱碳已成国内外行业共识

IMO在《2023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中提出，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尽快

达峰，并在 2050年前后达到净零排放。与 2018年 IMO初步战略要求相比，2023
年的各阶段战略时间提前，目标要求也有所加强。

图 1： IMO 2023年的各阶段战略时间提前，目标要求也有所加强

资料来源：DNV，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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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与 EU在 2023年-2027年间接连实施 EEXI、CII、ETS等脱碳政策，船东

脱碳压力增加，持续加速老旧运力出清，推动船舶产业不断向绿色化发展。

图 2： IMO与 EU环保措施在 2023-2027年接连实施

资料来源：IMO，国海证券研究所

IMO 全面征收碳税，将大大降低老旧船舶的经济性，迫使其退出市场。在不同

场景下，我们预计 2024-2026年，合规所需的船舶淘汰或减速将使 10%-30%运

力退出市场，预计 2030年环保法规分别会导致约 70%/60%/35%的船舶退出合

规市场，将会造成运力缺口，导致航运运价上涨，为船东更新船队提供资金支持。

图 3： 在不同场景下，我们预计 2030 年环保法规分别会导致大量船舶退出合

规市场

资料来源：克拉克森，国海证券研究所

注：测算详见《2024交运行业年度策略：β为主，寻找非共识》202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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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13日，航运行业各界代表在“电化长江，‘零碳’有道”船舶电

气化技术高峰论坛上深入探讨了内河船舶电气化技术应用的实施路径。期间参会

代表联合签署了《长江航运全产业链绿色发展倡议》，这是中国首个以内河航运

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倡议书。签署企业一致承诺将切实加快技术成果转化

应用，全面提升航运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这将为中国乃至全球内河航运脱碳进

程带来重要的参考，并极大的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2. 提高绿色船舶建造能力与推进船舶建造绿色化是

未来发展重心

《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年）》提出未来船舶制造业提高

绿色船舶建造能力、推进船舶建造绿色化的发展方向。

从船型研发、能源装备、动力系统、配套设施、专项技术等多方面提升绿色船

舶建造能力，响应 IMO航运脱碳目标和沿海内河船舶电气化，推动国内产业升

级。纲要提出，加快形成绿色船舶谱系化供给能力，加快甲醇、氨动力船型等绿

色新船型研发，同时加强海上浮式风电、浮式光伏、海上综合能源岛等海洋新能

源装备研发应用。推动绿色动力系统研发，推进甲醇、氨燃料等低碳零碳燃料船

用发动机核心技术攻关，开展氢燃料船用发动机技术研发。推进配套设备绿色升

级，加快船用碳捕集装置等新型船用环保设备及材料研发。拓展绿色低碳专项技

术应用范围，构建高效低碳的能源利用体系，提高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实施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加强固体废弃物规范化管理，推进先进适用节水技术

和循环水应用。

船舶建造要从船舶设计、总装建造、供应链建设等多维度开展绿色化，进一步

提高造船行业门槛，加强造船供给逻辑。纲要提出，船舶设计绿色化要完善绿

色船舶产品设计方法，从源头提升船舶制造、运营、修理、改装和拆解等环节的

绿色化水平。统筹考虑船舶产品的资源、能源、环境和产品属性，将节省资源、

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减少有毒有害物质使用等纳入船舶设计目标。总装建造

绿色化要促进 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依托工业互联网平

台，加强船舶设计制造协同管控，加快数字化工艺、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攻关和

示范应用，打造数字车间和智能船厂，加快船舶总装建造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建

设绿色化要推动建立行业碳足迹管理体系，探索建设船舶行业碳足迹核算系统，

推动产业链协同降碳；加快建设绿色船舶配套供应链，鼓励船舶配套供应链企业

开展绿色生产、创建绿色工厂、生产绿色产品；健全完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推

进船舶工业碳排放核算、碳足迹核算、船舶设备能效评价等标准制订，优化标准

供给结构，健全绿色低碳团体标准采信机制，并加强船舶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标准

实施监督，建立健全标准质量评估和维护更新机制；建设绿色发展公共服务平台，

推动建立行业数据采集、校验、监测、分析机制，完善数据报送体系，夯实数据

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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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造船市场份额持续增长，仍有增长潜力

根据我们测算，中国造船新单国际市场份额自 2020年呈上升趋势，其中绿色新

单逐年增长，2023年达 50.9%；在造船绿色政策推动下，有望进一步扩张国际

市场份额。

图 4： 中国新船订单市场份额呈上升趋势，绿色新单占比逐年增加

资料来源：IMO，国海证券研究所

注：新订单数据更新于 2023.12.31

产能方面，根据我们测算，2023年中国造船总产能与绿色产能国际市场占比分

别为 46.6%、45.8%，低于造船新单市场份额，表明了中国船舶行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

图 5： 中国造船产能占比 46.6%，绿色新船产能略低，为 45.8%

资料来源：IMO，国海证券研究所

注：新订单数据更新于 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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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关注个股

绿色航运需求具有长期成长性，造船产能的紧张利好业绩弹性。中国造船/船用

主机业的佼佼者（见下）有望充分享受本次周期上行带来的红利，建议重点关注。

维持船舶制造行业“推荐”评级。

造船巨头：中国船舶、中船防务、中国重工、扬子江；

船用主机巨头：中国动力

5. 风险提示

1）建材价格上涨超预期；

2）航运行业景气不及预期；

3）IMO环保约束不及预期；

4）新增船舶/船用主机产能超预期；

5）重点关注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6）测算仅供参考，以实际披露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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