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第9期

商业银行发展海洋航运金融业务的SWOT分析

戴炜,王颖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201306)

收稿日期:2017-03-14;修订日期:2017-07-17

作者简介:戴炜,硕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摘要:航运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海洋经济的关键一环。要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上贸

易,必须要有海洋航运做基础。贸易与世界经济的状况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航运业的发展与经济

周期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航运业需要得到来自金融层面的

一系列支持,使其在不断波动的市场环境下保持稳定、有序的发展,打造有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体

系。同时,商业银行在新常态下面临巨大的专心压力,需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继续保持商业银

行的长期稳定发展。文章对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进行了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商业

银行发展航运金融服务的问题提出了①积极投入产品设计,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②加强人才储

备和人才队伍建设;③把握政策扶持优势;④进行管理制度改革;⑤及时分析市场需求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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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ippingplaysanimportantroleintradeanditisthekeyofmarineeconomy.Inorder

todevelopthemarineeconomyandthemarinetrade,theremustbeastrongbaseofshipping.

Tradeisdirectlyrelatedtotheworldeconomy,thusthedevelopmentoftheshippingindustryis

closelyrelatedtotheeconomiccycle.Inthiscase,asacapitalintensiveindustry,theshippingin-

dustryneedstoobtainaseriesofsupportfromthefinancialsystemtobestabilityandmaintainits

developmentduringeconomiccycle.Atthesametime,commercialbanksfaceenormouschallenges

inthe“newnormal”.Theyneedtofindnewgrowthpointstomaintaintheirlong-termdevelop-

ment.Somepolicy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inthispaperforthedevelopmentoftheshipping
financialservices,basedontheSWOTanalysis,suchasinvestinginproductdesignandbuilding
diversifiedfinancialservices;strengtheningthereserveandexploitofthetalentteams;utilizing
theadvantagesofpolicysupport;reformingthemanagingsystem;andanalyzingthemarketde-

mandi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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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经济,包括了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

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及直接相关的服务性产业

活动,其中,海上船舶运输业和船舶工业是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这两者,都是航运业的组成部分。

航运金融,从狭义上看,是与海上和内河运输

相关联的港口及其服务、船舶生产及其服务、运输

及其服务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资金融通。

广义上看,航运金融是与海上运输业密切联系的产

业集群与产业链相关联的各个主体的资金融通、流

通与信用活动等经济活动的总称[1]。总的来看,航

运金融是涵盖了航运融资、保险、衍生品交易等内

容的综合性业务,是高端航运服务业中的先导和支

撑性产业,也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

航运金融的出现与发展,与航运业本身的特性

密不可分。航运业是资本密集、知识密集、投资回

收周期长,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行业[3]。这样的

行业特性决定了其风险系数高的特性,也决定了航

运企业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投资,需要依靠外部

力量解决资金问题[4]。航运金融应运而生。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推进,金融业内部竞争加剧,商业银行的生存状况

出现恶化。商业银行只有继续改变自身经营结构,

寻找新的突破点,逐渐转变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传

统银行业经营模式,才能使自身的经营变得更有竞

争性[5-6]。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沿海地区要发展,资金需求量庞大,而整条航运

产业链的资金需求尤其强烈。同时,国务院推动的

上海自贸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北部湾及珠三角的经济建设等政策,将会

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这也会增加对航运服务的

需求。这为航运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

间和潜力[7]。

本研究以航运金融业务为切入点,具体分析商

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的优势、劣势、机遇与风

险,希望能借此针对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服务的

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为商业银行发展其他海洋经

济相关业务提供范例。

2 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的SWOT分析

2.1 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优势分析(S)

2.1.1 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明显

中国的商业银行整体规模庞大,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一级资本排名位于世界前五位,同时还有多家

股份制银行位居前列。金融行业的雄厚资金基础

为航运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了供给基础,也为商业

银行开展相关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前文所述,

航运业投资回报周期长,受经济波动影响明显,因

而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这便需要相关金融机

构不用短视的目光看待航运业,而商业银行的体量

基础,将使其更稳定的对航运业提供支撑(表1)。

表1 2016年银行业一级资本总额排名

银行 地区 一级资本规模/亿美元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 2744.32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 2200.07

摩根大通银行 美国 2004.82

中国银行 中国 1980.68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 1856.07

美国银行 美国 1807.78

花旗银行 美国 1764.20

富国银行 美国 1645.84

汇丰银行 英国 1533.03

三菱UFJ 日本 1317.53

  数据来源:《银行家》杂志.

2.1.2 我国航运业规模庞大

中国的港口业和造船业规模庞大,为发展航运

金融奠定了需求基础。我国主要港口在集装箱吞

吐量上有明显优势,在世界前十大港口中,中国占

据了7个。港口的蓬勃发展为航运金融业务发展提

供了需求基础(表2)。

表2 2015年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排名

排名 港口 所属国家 吞吐量/万标准箱

1 上海港 中国 3690

2 新加坡港 新加坡 3510

3 深圳港 中国 2450

4 宁波-舟山港 中国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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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港口 所属国家 吞吐量/万标准箱

5 香港港 中国 2150

6 釜山港 韩国 1940

7 青岛港 中国 1755

8 广州港 中国 1728

9 迪拜港 阿联酋 1670

10 天津港 中国 1505

  数据来源:中港网.

此外,中国在船舶工业上具有较大优势,全球

约1/3的新造船舶由中国建设。此外,在新增订单

上,中国更是远超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日韩。因此,

在船舶工业相关的金融领域,中国有巨大的体量优

势和前景优势(表3)。

表3 2016年上半年世界主要造船国家三大指标统计

指标 世界 中国 韩国 日本

2016年1-6月

造船完工量

万载重吨 5431 1794 2017 1293

占比重% 100 33 37.1 23.8

万修正总吨 1876 571 653 415

占比重% 100 30.5 34.8 22.1

2016年1-6月

新接订单量

万载重吨 1768 1321 235 147

占比重% 100 74.7 13.3 8.3

万修正总吨 632 242 82.6 52

占比重% 100 38.3 13.1 8.2

2016年6月底

手持订单量

万载重吨 2742012160 6531 6518

占比重% 100 44.3 23.8 23.8

万修正总吨 10019 3673 2508 2206

占比重% 100 36.7 25 22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2.1.3 在航运金融业务领域已进行探索

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平

安银行等都成立了专门的航运金融团队,加强航运

金融业务的开发和服务。其中,交通银行在上海建

立了航运金融部,工商银行设立了亚太航运金融总

部,中国银行成立了国际航运金融服务中心,其他

商业银行也都正在构建自己的航运金融业务团队。

国内金融机构正在稳步探索其航运金融业务,为业

务发展积累经验。

2.1.4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航运业需求大

中国沿海地区有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特别

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国际贸易规模巨大,对航运

业务的需求也特别巨大。航运业务的发展,必然需

要来自金融部门强有力的支撑,这也是航运金融业

务发展的客观现实基础。

2.2 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劣势分析(W)

2.2.1 航运金融产品单一

目前,我国航运金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我

国航运业务规模已经处在一个很大的规模,与商业

银行的业务建设并不匹配。因此,中小航运企业在

融资方面往往遭遇较大困难。此外,商业银行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集中在码头、仓储、货运、保管、物流

等港口服务业方面,而高端环节,包括船舶检验、价

格评估、会计和审计服务、航运风险管理、航运衍生

产品交易、再保险等发展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航运金融发展[8]。

2.2.2 金融机构向航运企业贷款意愿不强

金融机构谈船色变,航运企业多有亏损现象。

同时,航运行业风险高,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大,

使商业银行贷款意愿降低,收紧对船舶企业的信贷

投放。

2.2.3 航运金融服务发展规模较小

我国航运金融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

小,与伦敦,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差距明显。

2.2.4 法律保障不完善

国际经验证明,完善的法律体制是发展航运金

融不可缺少的要素,但中国在航运金融的法律建设

方面上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律体系陈旧落后于

时代等问题,这对航运金融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

制约。

2.2.5 航运金融人才严重匮乏

航运金融业作为一个资本密集、知识密集型行

业,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涵盖航运、金融、法律等

多个方面,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极大。但我国航运

金融人才培养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高校在相关专

业,尤其是各专业的结合培养上有明显缺陷,缺乏

复合型人才,无法有效适应航运金融业务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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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对商业银行航运金融业务的发展构成了人

力资源障碍。

2.3 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机遇分析(O)

2.3.1 世界航运业务重心向东方转移

全球航运市场在过去几年中持续低迷,海运

业的两大运价指标BDI(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

数)和CCFI(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跌至历史

新低。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欧洲银行大

幅减少对船舶融资的贷款,调整贷款结构,以应对

欧洲央行的压力测试要求。与此同时,我国银行

业在船舶融资方面逐步扩张,中国银行、工商银行

跻身世界前十。而在“一带一路”等政策支持下,

中国的航运企业调整重组,扩展业务,同时,随着

自贸区的启动,航运相关制度的调整也在研究落

实中。2014年,全球船舶融资规模4750亿美元。

其中欧洲银行船舶融资份额为70.5%,其中挪威

银行283亿美元、汉堡石荷州北方银行220亿美

元,中国银行200亿美元,德国复兴银行、瑞典北

欧联合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分列第四、第五、第六

位。从航运保险角度看,根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数据,我国2014年航运保险保费突破了2万亿

元。这都显示了我国航运金融业务正处于蓬勃发

展的过程中。

2.3.2 国家政策导向与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为航运

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域优势明显,而国家又加大

了政策扶持力度,海洋经济成为沿海地区“十三五”期

间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领域。“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全国科技兴海规划”,利率市场化改

革,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等,都为商业银行发展航

运金融业务提供了政策支持,为航运金融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同时,我国大力推动的上

海自贸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2016—2020年)等,也为发展航运金融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从整个海洋经济的角度

看,航运业,包括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

占比很高。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支持政策,将会对

航运业带来极大的影响(表4)。

表4 201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主要海洋产业 生产总值/亿元

海洋渔业 4352

海洋船舶工业 1441

海洋工程建筑业 2092

海洋交通运输业 5541

滨海旅游业 10874

  数据来源: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2.3.3 国内航运金融业务规模增长较快,航运衍

生品市场正逐渐完善

2014年我国航运金融业规模达到4367亿元,

船舶金融占66.64%。此外,我国成立了上海航运

交易所,并开展航运运价交易、国际干散货交易、集

装箱交易、沿海煤炭运价交易、油运交易和船舶市场

交易。上海清算所则开展了运费远期/期货合约人民

币交易业务。截至2015年10月,在上海航运交易所

进行交易的客户有4000余家,成交额3800多亿元,

相比2011年总成交728亿元,规模也有极快地增

长。考虑到上海航运交易所设立时间尚短,这种发

展态势是喜人的[9]。

2.3.4 商业银行航运金融贷款渗透率低,有巨大

发展潜力

我国航运金融市场规模达到约1500亿美元,

渗透率仅30%。根据国际经验,航运金融市场渗透

率一般能达到80%,我国在这方面仍有极大的发展

空间和潜力。

2.3.5 金融业改革增大了商业银行在业务方面的

灵活性

随着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改革

在十八大报告中的明确提出,中国金融改革快速展

开。商业银行在外汇业务、利率业务上有了更大的

弹性与空间,可以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风

险可控的条件下自主制订资金计划。这将改变原

来商业银行贷款时只注重低风险而不重视收益的

现状,让风险相对较高的航运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

持。同时,也将为航运业提供更大的外汇方面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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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威胁分析(T)

2.4.1 周边国家的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带来

的现实挑战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亚洲各国都全力进行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建设,扩

大本地区影响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周

边,如东京、釜山、首尔、新加坡等都是传统的国际

航运中心,竞争力强,经验丰富。此外,类似于印度

的加尔各答,孟买等新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也对中

国的航运业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这也

将对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构成巨大的冲击。

2.4.2 国内多个城市进行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建

设造成的相互冲击

上海、广州、深圳、宁波、青岛、天津、大连等沿

海城市都提出建设和发展国际航运中心。如果不

能形成合力,这可能会相互冲击对方城市的发展,

从而影响航运金融业务的发展。

2.4.3 航运金融业务周期长,波动性大,有较高风险

国际船舶市场本身受世界宏观经济变化影响

大,而由于船舶制造本身的复杂性,其自身调整往

往又存在滞后性,这也让船舶业本身有着巨大的风

险。同样的,航运贸易也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

影响,经济发展好时,海上贸易规模大;不好时,海

上贸易规模迅速萎缩。航运业这种和经济形势密

切相连的特性,加上其本身固有的长周期性,是这

个行业本身就有较大的风险。依据马丁·斯托普

福特在其出版的《海运经济学》一书中的总结,全球

航运市场航运周期长度集中在5~15年,平均间隔

为9~10年,这也恰好与经济上的朱格拉周期相

吻合。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在发展航运金融业务方面

有利有弊,有机遇有挑战,需要扬长避短,抓住机

遇,避免风险,结合实际情况,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

道路。

3 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业务的建议

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建设。航运

业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存在极大的发展潜力。商

业银行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借鉴国际经验教

训,积极主动地开展航运金融业务,配合国家经济

发展策略[10]。结合本文的第一、第二部分,根据商

业银行在航运金融业务发展方面的优劣势,机遇与

挑战,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积极投入产品设计,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

相较国际航运金融业务的发展状况,中国的航

运金融业务仍处在低端,且规模相对较小,无法满

足中国当前海洋经济和航运业的发展需要。商业

银行应该投入高端产品设计,提供更符合市场需求

的服务,加快航运金融产品的创新,提升自身的竞

争力。此外,商业银行可以尝试通过资产证券化的

手段,组成标准化有价证券,针对航运业资金需求

量大,投资回报期长,风险大的问题,将整个产业链

上下游整合到一起,从产业链角度出发提供资金,

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窘境,及时有效地为其提供

资金支持。

3.2 加强人才储备和人才队伍建设

航运金融业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涵盖航运、

金融、海事、保险等多个方面,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极大。在这方面,商业银行的人才极度匮乏。因此

商业银行需要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建立专门团队,

对团队人员进行系统性培训。同时,商业银行可以

与高校配合,在学校中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并与

高校的研究工作对接,由高校为商业银行提供一定

的专业支持。

3.3 把握政策扶持优势

我国在国家层面大力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其

中,对航运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空前。商业银行应当

积极配合政府的有关政策,关注航运业上下游产业

链中的发展动态,结合具体项目的特征,增大资金

支持力度,改善航运业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

状,并从中获取收益。

3.4 进行管理制度改革

商业银行应建立一个从上而下、全面覆盖产品

研发、风险控制、产品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的长效管

理机制,提高航运金融业务的内部管理效率,建立

一个适应航运金融业务需要的管理制度。

3.5 及时分析市场需求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

等新技术,结合上海航运交易所和国际航运交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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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时发现国际航运市场变动,并预测可能的趋

势,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并为有关企业提供针对性

的资金支持,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

4 结语

中国的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有着自己独特

的优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航运金融

业务的发展,需要航运业与金融业之间相辅相成,

互相协调。因此,在发展航运金融业务的过程中,

商业银行要结合现实情况,抓住发展机遇,发挥自

身优势,弥补自身不足,积极转型,从而更好地为我

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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