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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中 国 造 船 业 承 接 全 球

2/3 新订单，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近 6

成。工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新接订单量 7120 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56.4%，占全球新接订单总

量的 66.6%。若以可衡量船舶附加值

的修订总吨计算，占全球份额也超过

60%。

2023 年，中国与日本、韩国争夺

市场份额上更进一步。航运咨询机构克

拉克森数据显示，2023 年，以修正总

吨计算，韩国承接全球 24% 新船订单，

日本仅承接 11%。仅江苏泰州一地的

造船接单量，就超过了日本全国。相比

2022 年，中国份额扩大了超过 9%，

韩国份额萎缩 8% 以上，日本缩减接

近 1%。

2023 年 全 球 造 船 需 求“ 水 涨 船

高”，事实上韩国和日本的产能业已

饱和，韩国主要船企生产排期甚至到

了 2027 年之后。韩、日船企仍占据着

行业价值链的高端，它们选择性接单，

放弃了一些价格较低或付款条件欠佳

的订单。不过，一名造船资深人士称，

2023 年下半年，中国造船企业船坞普

遍性紧缺，大量僵化的船坞也被活跃船

企的订单占满，中国甚至让渡部分订单

给日韩船企。

造船业是资本、技术和人工三大密

集型产业。“二战”后，东北亚逐渐成

为全球造船中心。目前，中国、韩国和

日本三国拥有全球商用货船订单 90%

以上市场份额。在地缘政治压力之下，

韩国、日本船厂获取了一些规避中国因

素的订单；但在航运业能源加速转型的

大势之下，造船业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

2023年全球三分之二新船由中国建造 
份额超日韩总和
文 | 李蓉茜

中国船厂在产能、人力、融资、供应链、

新能源技术等方面具备优势，开始崭露

头角。

2023 年，全球 18 种主要船型中，

中国有 14 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列全球第

一，其中干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

和汽车运输船新接订单量分别占全球

总 量 的 79.6%、72.1%、47.8% 和

82.7%。在这之中，中国新接绿色动

力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大增，

2023 年全年已经达到了 57%，未来

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船都将产自中

国。

不过，一名中国船舶集团下属船厂

技术负责人指出，在时下最热门的新型

替代燃料船型的技术储备上，中国与日

本、韩国仍有差距，但 2023 年国产的

甲醇动力发动机已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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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中 国 造 船 完 工 量 全 球

占 比 也 首 次 超 过 50%， 达 到 4232

万 载 重 吨， 同 比 增 长 11.8%； 截 至

2023 年 12 月底，中国造船企业手持

订单量达 13939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2.0%，占全球总量的 55%。

船舶也是中国出口的亮点产品。海

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 年，全年共出

口 4940 艘船舶，出口总额达 275.81

亿 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2% 和

28.6%。出口总额增速高于出口总量

增速。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

庆表示，我们用完整的产业链吸引全球

相关者来关注中国造船，这个在全球其

他国家都找不到，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

不仅仅是造船本身，是整个产业链的进

步。

中国在商用货船领域的国产化率可

达到 90% 以上，中国在船舶建造工艺

的不断成熟中，培育了大量配套供应商。

李彦庆说，全球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产业基础优势。

中国的造船企业也已经形成规模优

势，企业集中度较高。根据工业和信息

化部数据，2023 年，我国分别有 5 家、

7 家和 6 家造船企业进入全球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前 10 强。

全国造船完工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度为

58.4%，新接订单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

度为 60.7%，手持订单量前 10 家企

业集中度为 59.2%，继续保持较高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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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订单总额为 247.7 亿日元，同比

减少 26.2%，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负增

长。 压力机、钣金机械和服务订单均

为负增长。

其中，压力机的降幅尤其大，全球

经济整体停滞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国内投

资，预计下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按机器类型划分

压力机的销售额为 81.2 亿日元，

下降了 40.3%。 中型压力机的销售

额增长了 20.8%，成形压力机增长了 

1.1%，但超大型和大型压力机以及油

压机的销售额大幅下降，小型压力机的

销售额也出现负增长。

钣 金 机 械 的 销 售 额 也 下 降 了 

22.5%， 为 88.1 亿 日 元。 数 控 冲 床

的 销 售 额 下 降 了 20.9%， 折 弯 机 下

降了 29.2%，激光和等离子也下降了 

16.5%。服务业也下降了 8.8%。

国内销售额与出口额

国内销售额为 96.7 亿日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了 40.4%，其中

只有金属零件行业实现了正增长，而运

输、电气、综合和钢铁销售额则全面出

现负增长。

出口额为 72.7 亿日元，同比下降 

17.0%，其中对中国的出口额出现了

一段时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但对北

美、欧洲、韩国和东南亚的出口额则分

别下降了 41.0%、27.0%、30.7% 和 

19.7%。

概述

预 计 2023 日 历 年 的 订 单 量 为 

3700 亿 日 元， 比 上 一 年 略 微 减 少 

0.8%。新冠病毒也进入了第 5 类，几

乎所有经济活动都恢复了正常，日本的

资本投资也出现了复苏趋势，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新冠的反应，但在下半年，

由于来自海外的负面因素，特别是中

国经济放缓、乌克兰的长期侵略，再

加上中东冲突和地缘政治风险，出口

出现了放缓。 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到

2024 年上半年，被认为是一个绊脚石。

2024 年的预测值为 3670 亿日元，与

2023 年相比略有下降。

 

按设备类型划分

2023 历年的压力机预计为 1560 

亿日元，比上年增长 1.3%。在日本

和海外，除了汽车行业转向电动汽车

之 外， 主 机 厂 和 一 级 制 造 商 对 大 型

机械的投资也将促进这一增长。 另

一 方 面， 钣 金 机 械 预 计 为 1250 亿

日 元， 同 比 下 降 4.0%。 预 计 2024

年， 锻 压 和 钣 金 行 业 都 将 依 赖 国 内

对 社 会 基 础 设 施、 数 字 相 关 和 建

筑 材 料 以 及 电 动 汽 车 行 业 的 投 资。 

　在海外市场方面，预计印度和东南亚

的需求将出现复苏。 预计 2023 年压

力机的需求将保持不变，而金属板材

的需求将略有下降。2023 年的服务预

计为 890 亿日元，同比增长 0.4%，

2024 年将保持持平。国内：2023 年

国内销售额预计为 1625 亿日元，同比

增长 1.6%；2024 年预计为 1610 亿

日元，同比下降 0.9%；2024 年预计

为 1610 亿日元，同比下降 0.9%。在

日本，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预计将提供

支持，对电动汽车、数字相关和社会基

础设施再开发的投资预计将继续。出口：

2023 年的出口额预计为 1185 亿日元，

同比下降 4.7%；2024 年的出口额预

计为 1170 亿日元，同比下降 1.3%。 

预计中国、欧洲和美国对电动汽车的资

本投资将放缓，而东盟、印度和其他新

兴经济体将出现复苏。

日本锻压机械2023年全年订单总结，
2024年展望
文 | 日本锻压机械工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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