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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陸「中國國際海事會展」是集結學術、展覽及貿易的大型國際海事交流活

動，至 2015 年已舉辦第 18 屆，為國際海事界瞭解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航運及

港口產業的重要管道；本屆高級海事論壇是以「創新驅動發展，綠色引導未來」

為主題，邀集國際海運產業專家學者進行演講及解析。  

當前大陸正積極展開「十三五」規劃發展，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及

共享 5大發展理念，並預期進一步提升其總體經濟及產業發展動能；另「一帶一

路」戰略構想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建設亦將帶動航運及相關產業發

展。在推動海運產業發展的同時，國際海運界對於「科技創新」與「綠色議題」

應用在航運上愈顯重視，如互聯網、大數據、替代能源、智能船舶及綠色科技等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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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大陸「中國國際海事會展（Marintec China）」係當前全球最具規模及影響

力的海事專業會展，為集結學術、展覽及貿易等功能之大型國際海事交流活動。

自 1981 年起，每 2 年在上海舉辦 1 次，2015 年已是該會展第 18 屆，本屆會展

於 12 月 1日至 12日 4日假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與會展同步進行的為「高

級海事論壇」，共邀集近 40 名國際海運產業專家、學者及政商代表進行前瞻性與

權威性發表演講及解析討論，並成功吸引超過 2,000 名各界代表參與。 

本屆海事論壇係以「創新驅動發展，綠色領導未來」為主題，並由 5場大型

專題座談會所組成，包括：「主題報告」、「造船和海洋工程專場」、「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上海國際論壇–航運和港口專場」、「海事金融專場」及「船舶配套設備

技術論壇」，本屆論壇可說同時並重經濟宏觀性議題與船舶技術性層面。 

考量目前大陸正積極推動「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暨相關建設，即「絲綢之路

經濟帶」及「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計畫，且「一帶一路」已成為大陸經濟與

外交發展戰略之核心，預計未來對航商在亞洲的布局，甚至是全球海運產業將產

生重大影響及變化；爰本局派員與會，藉由參加本屆高級海事論壇的方式蒐集相

關資訊，包括全球各界對「一帶一路」戰略及當前海運產業發展等看法，俾作為

未來研擬相關因應對策之參考。 

此外，本次行程活動特別安排拜會大陸「上海海事局」及參訪「上海海事大

學」，並針對航安海事議題、組織權責劃分、執行公權力作法，以及厚植航運人

才等海洋教育方面進行意見交流與觀摩學習，期望兩岸能為全球航運安全共同盡

一份心力。 

  

  

 

 

 



4 

 

貳、出國行程及參與人員 

一、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自 104 年 11月 30 日至 12月 04 日，共計 5 日，主要活動

內容為參加高級海事論壇、參觀國際海事會展展覽、拜會大陸上海海事局及

參訪上海海事大學，如下表 1所示： 

表 1：出國行程及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月 30 日 

(星期一) 

上午 臺北→上海 CI201 1230/1415 

16:00-17:30 召開小組分工會議，討論相關事前準備工作 

12月 01 日 

(星期二) 

上午 前往會場暨大會報到 

13:30-13:40 開幕及主持人致詞 

13:40-17:30 主題報告 

12月 02 日 

(星期三) 

09:00-12:30 造船和海洋工程專場 

13:30-17:30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海國際論壇–航運和港口

專場 

12月 03 日 

(星期四) 

09:00-12:30 海事金融專場及閉幕 

13:30-17:30 前往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參訪本屆國際海事會展 

12月 04 日 

(星期五) 

09:00-12:30 拜會大陸上海海事局 

13:30-17:30 參訪上海海事大學 

晚上 上海→臺北 CI504 1950/2140 

 

二、參與人員 

本次行程係由本局企劃組組長許堂修、船舶組科長王士玫、航務組科長

曾敬文、港務組科員何孟芙及企劃組科員簡建明參與，除參加 2015 年國際

海事會展「高級海事論壇」外，另同時安排拜會「上海海事局」及參訪「上

海海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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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一、12 月 01 日 

(一)簡介 

大陸「中國國際海事會展」係全球最具規模及影響力的海事專業會

展，為集結學術、展覽及貿易的大型國際海事交流活動。自 1981 年起，

每 2年在上海舉辦 1次，2015 年已是第 18 屆，30年多來，該會展已成

為全球海事界瞭解國際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航運、港口及海事金融等

產業之重要窗口，並對於促進全球海事技術、經貿合作、船舶融資、安

全保險、規範規則及環境保護等領域之交流溝通與合作發展起了相當程

度的作用。本屆會展成功吸引來自全球 34 個國家（地區）超過 2000 多

家企業參展，展覽總面積超過 8萬平方公尺，共計包括 8 個場館。 

與會展同步進行的為「高級海事論壇」，2015 年高級海事論壇係以

「創新驅動發展，綠色領導未來」為主題，共由 5場大型專題座談會所

組成，包括：「主題報告」、「造船和海洋工程專場」、「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上海國際論壇–航運和港口專場」、「海事金融專場」及「船舶配套

設備技術論壇」，其中船舶配套設備技術論壇僅限參展商參加；論壇共

邀集近 40 名國際海運產業專家、學者及政商代表進行前瞻性與權威性

發表演講及解析討論，相關論壇日程表詳如附錄。 

 

              圖 1：本屆高級海事論壇會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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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報到 

          
            圖 2：本屆高級海事論壇會場外 

 

   

       圖 3：會場來賓簽到處     圖 4：本次行程參與人員會場合影 

 

 

                 圖 5：主持人開場致詞及介紹演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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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海事論壇–主題報告 

2015 年高級海事論壇首先登場為「主題報告」，顧名思義即著重在

本屆論壇主題「創新驅動發展，綠色領導未來」，主要係針對目前大陸

地區船舶與海洋工程面臨現況、呼籲各國應將國際環保法規內國法化重

要性、大陸地區海事產業未來發展，以及中船集團與中國重工集團公司

2016 年戰略目標及未來推動方向與作法等內容進行分享。本專題場次

係由本屆國際海事展覽會組委會聯合主席張聖坤及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裁麥高德共同擔任主持人，並與各國海運相關產、官、學（研）

等代表進行意見交流，相關講座內容重點摘述如下： 

1. 在 2015中國國際海事會展高級海事論壇上的報告（大陸工業和信息

化部副部長懷進鵬） 

大陸在符合國際新公約新規範新標準的船型研發上已取得重大進

展，目前市場上主流船型係以節能環保為重點，大陸在高技術船舶

研製取得突破，推出一系列技術性能優良的綠色品牌船型，得到市

場廣泛認可，如大型貨櫃輪、LNG 船及 LPG 船等產品均承接到出口

訂單。此外，當前世界經濟總體表現疲弱，導致全球貿易持續低迷，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但是經濟全球化仍在深入發展，超大

自由貿易區正逐步成形，特別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加快，大陸

也在全面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另針對船舶市場而言，目前仍處

在深度調整期，全球性運力過剩與造船產能過剩的情況短期之內難

以得到根本緩解，國際造船市場供過於求的矛盾仍將在未來較長時

間內存在，惟大陸海洋強國建設及「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將為船

舶工業創造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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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大陸全面推進造船強國建設 

2. 環保法規和技術創新（賽普勒斯交通、通訊及工程部長馬利奧斯･

德米特里亞德斯） 

海上運輸是國際貿易與全球經濟的支柱，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UNCTAD）所出版之《2015 年海上運輸報告》，全球貿易計有 80％

貨運量及 70％的貨運金額經由海上運輸，超過 50,000 艘商船從事

國際貿易，全球船隊在超過 150 個國家登記，以及超過 100 萬名海

員運作。在未來十年內，全球行業為遵守相關環保法規的總成本預

計將超過 5,000 億美元，如溫室氣體及壓艙水管理等議題。因此全

球海事產業應開發可適用國際的創新環保技術，為此應要有促進生

態效率的政策工具，但須權衡環保法規的成本、法規本身的合理性

及其效益。  

3. 把握大勢 堅定信心–加快培育創新驅動新引擎（中國船舶工業集團

公司董事長吳強） 

全球航運業過剩，運力消化及造船業去產能化還需要一個較長期的

過程，但造船市場週期性波動及持續性增長的總體態勢不會改變。

創新驅動已經成為大陸船舶工業結構調整及轉型升級的新動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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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推動及引領船舶工業健康發展。 

4. 強化創新趨勢 推進轉型升級(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總經理孫波） 

基於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全球造船業在低位運行，並進行深度調整，

在此形勢下，應強化創新驅動，加強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一是加快

推進散貨船、油船及貨櫃船三大主流船型升級換代，加強高端船舶

與海洋工程裝備研發；二是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三是加快結

構調整；而創新驅動則應以技術創新、體制機制創新、商業模式創

新及組織創新面向切入。 

      

    圖 7：全球新船成交量 

5. 走向綠色–IACS 在技術和創新方面的貢獻（國際船級社協會副主席

孫立成） 

作為為 90％以上的全球貨運提供入級與法定服務的協會組織，IACS

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海上安全和環境保護。今日，在航運安全標準

不斷提高的同時，業界愈來愈聚焦於能源效率和海洋環境保護。IACS

已大力投入技術創新，不斷推出安全、高效能的技術標準，包括 CSR

開發、實施 EEDI 的節能技術應用、替代燃料 LNG的技術應用與標準



10 

 

制定、綜合安全評估理論的研究與應用，以及極地章程的相關研發

等；目前全球航運面臨的挑戰層出不窮，全球人口將在 2020 年上升

至 75億人，生活方式日趨資源密集化，世界貿易成長將逐步回升，

海運貿易量將平穩增加，全球能源消耗將持續增加，新能源的使用

將得到推廣；全球科技創新也在日益發展，並以互聯網、大數據、

新能源及綠色節能為重點。為迎接未來挑戰，IACS將針對這些新趨

勢，如在綠色科技、智能船舶、船舶效能、替代能源應用、大數據

互聯網信息技術應用及貨櫃輪大型化等領域不斷深化技術研發與合

作，制定安全、綠色、高效的技術標準與方案，提供可靠服務至海

上安全，推動航運業與造船業永續發展。   

 

        圖 8：IACS 對海運產業未來的看法 

6. 全球航運、造船、海工產業的現狀和展望發展趨勢（克拉克松柏拉

圖公司研究部總裁馬丁･史托福） 

自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至今，航運市場供過於求，普遍疲軟。目前

海運業除原油及天然氣運載情況較佳外，散裝船及雜貨船市場則相

當不好，其他類型也多在原地踏步。世界經濟成長乏力，未來幾年

的發展不佳，而大陸長期帶動的進口熱潮亦已停滯，全球航運、造

船及海工產業應即早提出對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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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歷年全球造船投資趨勢 

 

 

 

圖 10：2015年全球造船訂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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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月 02 日 

(一)高級海事論壇–造船和海洋工程專場 

海事論壇第 2 日上午為「造船和海洋工程專場」，係由本屆國際

海事展覽會組委會聯合主席張聖坤及海貿集團主席克里斯多夫･海曼

共同擔任主持人，本專場重點指出大陸地區船舶與海洋工程之發展展

望為「調整結構轉型升級、優先發展高端產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進一步提高研發能力」、「健全完善船舶產業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及「發揮金融槓桿作用，強化金融政策扶持」等策略，並預估未來

10至 20年，將達成世界主要造船強國之願景；另針對亞洲郵輪市場

蓬勃發展，保守估計至 2020 年大陸地區郵輪年客運量將達 300 萬人

次，為因應龐大之市場需求，陸方亦宣布將打造專為大陸地區遊客量

身訂作之新型現代化豪華郵輪品牌。相關講座內容重點摘述如下： 

1. 新常態下中國造船與海工裝備發展展望（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

秘書長金鵬） 

近年來，大陸船舶與海洋工程產業發展迅速，三大造船指標佔國

際市場前列，船舶製造及海洋工程裝備產品逐步向設計智能化、

產品智能化、管理精細化及信息集成化等方向方展，但同時亦存

在一些問題，如低端產能過剩與高端產能不足的結構、自主創新

能力有待提升、生產效率不高，以及船舶配套裝船率偏低等。另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中國製造 2025」發布、「十三

五」規劃建議，以及國際產能與裝備製造合作，勢必促進大陸船

舶工業和海洋工程發展。 

2. 互聯網+造船業，促進轉型升級（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常務副理事長

李國安） 

分析互聯網+製造業發展的優勢，並提出下列作法：1.從加強戰略

謀劃，做好互聯網+造船的頂層設計；2.加強信息化、物聯網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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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建設；3.優化資源配置，加強偕同創新；4.大力發展智能

製造，打造智能海洋裝備；5.實現跨界融合，提升配套能力；6.

加速服務化轉型，培育新商業模式；7.大力培養適應互聯網+造船

發展的新型人才隊伍等方面。 

3. 海事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基礎部分及相互間的必要聯繫（國際海

事組織全球海運大使查爾斯･皮索） 

海事界持續發展的三個基礎由上而下為「政府/國際海事組織/國

際公約」、「產業/國際標準化組織/產業標準」，以及「學術/國際

海事大使/教育及訓練」。另外，倡議應發掘與促進年輕人進入海

運事業，其採取的方法包括探索推廣機會，與海事大學或學院合

作，讓年輕人認識到海上多樣的職業機會，並與海運業及政府共

同促進與維持海事領域的增長。 

4. 海事領域在不斷變化形勢下的技術和創新（DNV GL 集團執行副總

裁托爾･斯文生） 

航運界有 4個主要因素將成為未來成長重要的推動力，分別為「油

價」、「大陸」、「巴拿馬運河擴寬工程」及「環保要求」。在未來，

應用新技術的船舶將因效率改善而產生經濟上的優勢，另外，「網

絡連結性」及「大數據」將推動效率且有潛力地為航運業創造出

新典範，但網際網路所面臨的資安問題也將成為管理端的新挑

戰。  

5. 在中國建造郵輪：為何？如何？何時？（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團市

場營銷和新概念發展部總監馬里左奧･賽高爾） 

就郵輪部分而言，目前亞洲郵輪市場正火熱，尤其是在大陸地區，

保守估計至 2020 年大陸的郵輪年客流量將達 300萬，因此短期內

亟需專門為大陸遊客量身打造新型現代化郵輪，以因應市場需求。

而大陸船廠也已經蓄勢待發進入郵輪市場，然而建造郵輪並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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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需要高度靈活的設計和建造工藝，並具有高超的系統整合能

力的技術領導與專業、穩定又可靠的供應鏈。大陸亦宣布即將打

造專為該地區遊客量身訂作之新型現代化豪華郵輪品牌。 

6. LNG 技術的發展將如何影響造船業（法國 GTT 公司 LNG 燃料部門

副總裁雅克･丹東） 

液化天然氣船是在攝氏零下 162 度低溫下運輸液化天然氣的專用

船舶。薄膜型 LNG 船具有建造成本較低、可運載較多液化天然氣、

平坦的甲板較易維修、風阻較小及貨艙冷卻速度較快等優點，對

於 LNG船總體設計是重要的技術性突破。 

 

 

   

圖 11：「中國製造 2025」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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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十三五」規劃建議 

 

 

 

    

   圖 13：海事業永續發展的三個基礎及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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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海運業未來成長四大重要推動力 

 

 

 
 

圖 15：海運產業未來前景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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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級海事論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海國際論壇–航運和港口專

場 

海事論壇第 2 日下午專場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海國際論

壇–航運和港口專場」，由中國船東協會常務副會長暨秘書長張守國

及海貿集團主席克里斯多夫･海曼共同擔任主持人，目前大陸地區正

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其中在「一路」規劃上，重點針對沿途

各國之港口、物流及相關基礎設施等加強合作投資，並期望攜手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達成「促進經濟要素，有關自由流動」、「資

源高校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

「展開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及「共同打造開

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之宗旨。相關講座內容

重點摘述如下： 

1. 「一帶一路」戰略對我國航港物流的新要求（上海海事大學校長

黃有方） 

透過對世界經貿形勢及全球港口現狀的分析，指出「一帶一路」

戰略下大陸港航物流發展的新機遇，並提出強化港口四大能力建

設：以資本紐帶加大合作力度；以聯盟模式發展綜合物流；以戰

略轉移拓展供應鏈服務；以人文戰略推進軟實力建設。「一帶一路」

沿線多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後發優勢強勁、發展空間大，

交通運輸業將發揮重要作用。「一帶一路」沿線覆蓋 65 個國家，

人口超過 40 億，經濟總量約 21億美元，人均 GDP僅約 5,000 美

元，市場潛力巨大，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將為互

聯互通產業合作提供有利的資金支持。最後，大陸正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合作規劃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大陸–中亞–西

亞、大陸–中南半島、中巴及孟中印緬等 6大經濟走廊建設；「一

帶一路」將成為未來全球價值鏈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推動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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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帶動國際產業轉移，基礎設施投入加大，大陸地區航港級物流

企業應把握機遇，及時介入並發揮作用，但亦須提升風險管控意

識，包括文化差異、投資回報、法律及政治等風險，並加強政策

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及民心相通。 

2. 為全球業界制定的地區政策：歐盟航運政策的案例（歐洲共同體

船東協會秘書長帕特里克･范霍文博士） 

本報告主要為介紹歐盟的航運政策，歐洲共同體船東協會（ECSA）

在全球化海運市場下，運用人力資源及發展先進的海洋技術，提

高服務品質及增進航行安全，並致力推動該區域之短程海運，利

用國際間之合作關係，增進國際貿易。 

3. 堅持「綠色航海」，推動「一帶一路」（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

副總經理丁農） 

「一帶一路」建設正在穩定推進，沿線各國再加強合作的同時，

也應更加重視生態與環保，重視發展綠色經濟，實現綠色永續發

展。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已成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動力和

各方合作的重要平臺，並提出五項實踐作法：1.優化船隊結構，

打造綠色船隊；2.實施經濟航速，開展綠色航海；3.推動改造升

級，強化綠色技術；4.使用清潔能源，確定綠色理念；5.健全能

效管理體系，開展綠色管理。 

4. 油輪的重要議題（國際獨立油輪船東協會副常務董事約瑟夫･安杰

洛） 

INTERTANKO 為非營利性機構，係由 270 多個油輪船東組成會員，

擁有世界油輪總噸位 80％，其成立的宗旨是為加強會員之間技術

及商業之間的交流、促進自由競爭及維護獨立油輪船東利益。本

報告針對油輪有關市場研究、油輪審批、壓艙水管理及企業合作

等重要議題，說明該協會的因應對策，並協助協會成員提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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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5. 「十三五」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與自貿區融合發展展望（上海

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方懷瑾） 

除回顧「十二五」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自貿區發展、「一帶一

路」及「長江經濟帶」發展所取得的成績外，並展望「十三五」

宏觀及產業發展形勢，分析其機會與挑戰；未來世界經濟貿易將

保持低速成長，大陸經濟亦進入新常態，航運市場復甦緩慢，並

受船舶大型化、海運聯盟化影響，而「十三五」推進重點在於：

1.進一步提升上海全球港航資源的配置能力；2.建設樞紐港；3.

繼續優化集疏運體系；4.完善口岸環境。 

6.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歐洲港口業前景（義大利威尼斯港務局主

席保羅･科斯塔） 

鹿特丹是歐洲最大的港口，在世界貨櫃港排名第 11 名。在 2014

年，亞洲內部及亞歐貨流量分別達到 5,930 萬及 2,240 萬 TEU，

貨物由大型船舶（＞14000TEU）載運經蘇伊士運河抵達歐盟。過

去這條運輸路線會繼續經過直布羅陀到達北歐的港口，但從 2004

年至 2014 年，愈來愈多 TEUs 通過地中海港口分流，呈現出貨物

流動再平衡的潛在機會。自從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政策，歐盟

便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地中海港口發揮著重

要作用，為達到歐盟生產和消費市場的心臟地帶提供了最佳的成

本/時間比率，且同時連接印度和非洲，直接節省了運輸成本和時

間，減少了污染和堵塞。本報告主要介紹威尼斯港因應該政策的

影響分析及作為，基於歐洲港口容量較小，為有效處理貨運集散，

該港將建置離岸陸上多端口港口系統，以提高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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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一帶一路」與交通產業關係 

 

 

 

圖 17：「一帶一路」與物流企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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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大陸至歐洲貨物流向說明 

 

   

    圖 19：與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合影 

 

 

 

 

                                         圖 20：與威尼斯港務局主席合影 

 

    圖 21：與主持人張守國副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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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03 日 

(一) 高級海事論壇–海事金融專場 

本場論壇係由上海海事大學副校長肖寶家及諾頓羅氏富布萊

特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江乃森共同擔任主持人，推動船舶工業與航運

產業發展為當前大陸發展戰略之重要部分，而船舶工業及航運產業

因投資金額相當龐大，故船舶融資業務、航運保險服務及造船借貸

諮詢等則成為陸方金融機構重點業務項目。相關講座內容重點摘述

如下： 

1. 扶持中國船舶工業的金融支持（中國進出口銀行交通運輸融資部

副總經理劉亞） 

進出口銀行為大陸中央直屬與政府全資擁有的政策銀行，自 1994

年成立起，即明確將推動船舶等資本性產品出口作為信貸支持的

重點，船舶融資業務逐步發展成為進出口銀行之特色業務；而進

出口銀行在「船舶工業加快結構調整促進轉型升級實施方案

(2013~2015 年)」政策下，以「增訂單」、「保訂單」及「促轉型」

為重點，以船舶信貸為核心，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引導作用，化

解大陸船舶工業及海運產能與運能過剩矛盾問題，且助於船舶工

業及航運企業轉型升級。 

2. 企業、項目和資本–船舶及海工裝備市場周期的金融視角（中國

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項目險承保部副總經理李志展） 

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大陸地區唯一的官方出口信用保險機構，擁

有政府主權信用，是財政出資的非營利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基於

現階段船東旺盛的融資需求及當前的融資市場情況，以出口信用

保險機構連接船廠、船東、項目及資本的橋樑，並透過與各類金

融機構的合作，以保險促融資，以融資保訂單，促進大陸船舶及

海工裝備製造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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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融結合新優勢，中集制造機遇–融資租賃對中國船舶製造產業

升級的價值（中集融資租賃公司總經理王志武） 

中集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依全球化運營網絡和多元化產業格局，就

相關物流和能源領域等業者提供裝備+金融服務的「一站式」解

決方案，而產業金融合作所創造的核心價值在於客戶讓渡價值最

大化。有效與高效的產融合作，能夠構建客戶、船廠、金融機構

等多方共贏的商業模式。大陸地區利用船舶產業和金融產業的持

續互動和深入合作，正推動其船舶製造產業不斷轉型升級。 

4. 國際航運金融市場中的非銀行類船舶融資解決方案博士（美國北

方航運基金中國區合夥人金海） 

近年來，航運金融已發展出許多創新的商業模式，以符合時代變

動及國際化趨勢所需，並帶領航運相關產業暨供應鏈走向國際，

加強船舶工業創新資源共享與合作利基，作為此經濟戰略之強力

後盾。 

5. 借力「一帶一路」戰略創新海事金融產業博士（財政部政策實驗

室宏觀經濟部主任、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鵬） 

「一帶一路」為大陸經濟與外交發展戰略之核心，其中對「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定位從運輸大道逐步轉向海上經濟走廊，

要求同步推進航運、海工、海洋經濟、物流與經濟節點的建設，

為實現此一目標，陸方將要求有更多的資源及金融資本參與到

「海路」之基礎建設項目，並發揮三大作用：1.資金融通作用：

為「經濟走廊」和海洋企業的建設提供更好的資金支持；2.風險

分散作用：利用金融市場和機制，在合理定價基礎上，為「海路」

發展提供多種風險分散工具；3.運輸與價格的指數化及金融化問

題，從而形成一種持續不斷的金融交易，將航運產品的資本品屬

性與指數產品的資本化屬性進行有效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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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船舶營運成本–現況及未來趨勢（英國馬施云國際有限公司航運

業部門合夥人理查德･格雷納） 

利用 2015 年船舶營運成本資料庫預估未來的船舶操作成本趨

勢，其研究內容可分為 24 種船舶類型：包括 5 種散裝貨船、11

種油輪及 3 種貨櫃船等；12 種成本類別：包括船員成本、堆存

費用、維修和保養費、保險費以及乾船塢費用等，其分析結果可

改善控制船舶營運成本，提高船舶營運效率。 

 

 
   圖 22：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趨勢分析 

 

     

   圖 23：影響船舶營運成本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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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與 Moore Stephens LLP，Mr. Richard Greiner 合影 

 

 

 

    

               圖 25：與大連海事大學王宏志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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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觀本屆國際海事會展展覽 

本屆國際海事會展現場係依照船舶工程、海洋工程、動力裝置/

發電機、電氣系統/設備、輔機、材料、航運與港口、海事服務分類，

共分為 8個展館，計有奧地利、丹麥、芬蘭、挪威、德國、美國、俄

羅斯、荷蘭、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香港等 34 個國家

和地區的 2,000 多家廠商參展；其中知名企業包括現代重工、通用電

氣、西門子、凱特皮勒、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及中國遠洋運輸等公司。

在本次會展中共舉辦了 50 場次技術交流會與新品發表會，技術產業

包括滅火系統、壓艙水處理系統、液化天然氣（LNG）燃料等航運及

船舶動力的多個專業領域，現場各參展商與顧問公司均透過本屆會展

發表近兩年全球海事界最新的船型與船舶配套設備及最新理念。 

另外，國際間各大船級社，如 NK、DNV.GL、ABS亦宣傳其船級服

務及介紹最新技術規範，提供船舶檢驗、產品認證、技術諮詢及舉辦

相關研發活動等。各參展商不僅在本次會展展示相關專業技術外，同

時也藉由會展尋求簽署產品訂單或合作協議機會。我國方面也有如金

屬工業及船用蝶閥等相關產業之企業公司參加本次會展展覽。本次會

展共有來自 116 個國家（地區）的 61,997 名專業觀眾參觀，規模再

創歷屆新高。 

作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專業海事會展，其將持續繼續發揮

著亞洲地區與國際海事界尋求全方位、多層次合作重要橋樑與紐帶的

作用。當前正處全球貿易增長放緩、航運及船海市場持續低迷之際，

大會提出「壯大、引領、互聯」的新主題，旨在打造世界領先的海事

會展平臺，引領行業的發展方向。本屆會展規模逆勢上漲，展覽面積、

參展商及專業觀眾數量均高於往屆，國際海事會展在全球海事界的品

牌地位得到鞏固，為全球海事界瞭解國際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航

運、港口及海事金融等產業，為海事技術、經貿合作、船舶融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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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險、規範規則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溝通與合作繼續發揮著積極的

促進作用。 

 

          
            圖 26：國際海事會展入口處       圖 27：展示會場–各參展商及組館 

 

   

圖 28：展示會場內–船舶模型 

 

    
     圖 29：展示會場內–大陸組館      圖 30：展示會場內–臺灣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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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展示會場內–相關設備模型 

 

    

 圖 32：展示會場內–模擬操作        圖 33：展示會場內–起重機模型操作 
 

          

圖 34：展示會場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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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 月 04 日 

(一) 拜會大陸上海海事局 

大陸海事局（交通運輸部海事局）為交通運輸部直屬行政機構，

實行垂直管理體制，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監督管理、船舶及相關水上設

施核對總和登記、防止船舶污染和航海保障等行政管理和執法職責。

其分設直屬海事機構分別有天津海事局、河北海事局、遼寧海事局、

黑龍江海事局、山東海事局、江蘇海事局、上海海事局、浙江海事局、

福建海事局等及地方海事機構。 

 

  圖 35：上海海事局組織架構圖 

本次拜會對象為大陸上海海事局（原交通部上海海上安全監督

局），其於 1999 年 6 月 18日成立，為大陸交通運輸部直屬正廳級行

政機構，其下屬單位包括上海海事局後勤管理中心、大陸船舶油污損

害理賠事務中心及東海航海保障中心，分支機構有吳淞海事局、黃浦

海事局、楊浦海事局、閔行海事局、金山海事局、浦東海事局、寶山

海事局、崇明海事局及洋山港海事局，上海海事局在上海市沿海海域

和港口行使「海上交通安全法」、「中海洋環境保護法」、「防治船舶污

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及「船員條例」等法律、法規賦予的水上安全

和防治船舶污染的執法權，統一管理上海市沿海、沿長江水域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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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水域內水上安全監管、防治船舶污染，對所轄區內的船員管理工

作及海區和港口水域的交通安全實行統一監督管理。此次訪談主要係

針對雙方在「海上搜救」、「港口國管制（PSC）」及「危險物品管理」

等執行公權力之作法進行意見交換，以瞭解目前大陸在海上搜救程

序、搜救系統及危險物品於港區內之貨物查驗等運作情形。 

在「港口國管制（PSC）」部分，該局提供船舶安全檢查員學習大

綱，其學習項目計有 20 項，包括港口國監督概述、港口國監督所適

用的國際公約簡介、檢查程序，以及針對證書及有關文書、船體結構、

應急系統、無線電通信、貨物裝載、消防安全、警報、工作和生活條

件、航行安全、救生設備、危險貨物、防污染、船舶安全管理、保安

及勞工條件等項目的主要檢查內容、標準及檢查方法。 

目前大陸地區針對危險貨物部分係依據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

（IMDG）查驗危險貨物之標牌和標記包裝方式；大陸所訂定之「危險

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為托運人不得在托運的普通貨物中夾帶危險

化學品，不得將危險化學品匿報或者謊報為普通貨物托運。對涉嫌違

反本條規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可依法開拆查驗；以及依大陸所訂定

之「防污條例規定」規定，海事管理機構認為交付船舶載運的污染危

害性貨物應當申報而未申報，或者申報的內容不符合實際情況，可以

按照國務院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規定採取開箱等方式查驗。有關大陸

就環保防污權管責任部分，係以船舶作業所導致污染由交通部海事局

負責，惟陸域等其他部分所導致污染，如碼頭企業導致污染，則由環

保單位負責。 

因大陸針對危險品規範各自成立權責管理機構，如目前開箱業務

係由海關負責，惟港口管理部門依大陸訂定之「港口危險貨物管理規

定」職責可執行開箱作業，至船舶運輸貨物部分，交通部海事局（危

管防污處）也可執行開箱作業。其體制上與我方不同，其橫跨如我方



31 

 

的海關、港務公司及航港局等單位相關職責，惟其執行事項之經驗豐

富，其相關作法與方式仍可供我方借鏡參考。 

    

     圖 36：海難搜救工作流程          圖 37：危險貨櫃開櫃查驗流程 

 

圖 38：與上海海事局交流 

 
圖 39：於上海海事局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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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上海海事大學 

大陸高等航海教育發軔於上海，1909 年晚清時期郵傳部上海高

等實業學堂（南洋公學）船政科開創了大陸高等航海教育之先河，1912

年成立吳淞商船專科學校，1928 年則更名為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於

1959 年交通部復健為上海海運學院為交通部所屬院校，2004 年更名

為上海海事大學，從 2000年開始，該校實行由上海市和交通部共建，

以上海市管理為主的體制，2004 年大陸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

名為上海海事大學。為更好地服務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和國家航運

事業發展，根據上海市高校佈局結構調整規劃，2008 年上海海事大

學主體搬遷臨港新城。 

上海海事大學是一所以航運、物流及海洋為特色，具有工學、管

理學、經濟學、法學、文學及理學等學科門類的多科系大學，現設有

商船學院、交通運輸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物流工程學院（設中荷機

電工程學院）、法學院、資訊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海洋科學與工

程學院、文理學院（設徐悲鴻藝術學院）、科學研究院及上海高級國

際航運學院等二級辦學部門，並設有水上訓練中心，擁有萬噸級集裝

箱教學實習船「育鋒」輪、4.8萬噸散貨教學實習船「育明」輪等教

學平臺，致力於培養國際航運業所需要的各級各類專門人才，被譽為

「高級航運人才的搖籃」。 

上海海事大學採取國際上先進的商學院運作模式，與全球優秀教

育機構資源分享，並與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

會、挪威船級社等國際知名航運組織/機構建立了密切聯繫；自 2010

年起開設「國際班」，邀請美國、韓國、波蘭、俄羅斯、德國等國家

航海院校的學生來校學習「航海技術」、「航運管理」等專業。另於

2013 年成立上海自貿區供應鏈研究院與上海高級國際航運學院，上

海自貿區供應鏈研究院將自貿區建設與供應鏈研究有機結合，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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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區產業鏈建設水準，促進自貿區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的轉型發

展，同時推動政府監管職能的轉變。 

會議中，雙方就「船員訓練」及「培育海運人才」等議題資訊交

流與觀摩研習，並撥放及提供本局宣導影片，使陸方瞭解本局在海運

產業之推動作為與成果；另還特別參觀該校之國家級虛擬仿真實驗教

學中心，其設有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 360 度環形柱幕立體視景航海

仿真模擬器及目前大陸地區最先進的船舶機艙綜合實驗室，用於機艙

綜合控制及報警系統研究、能量管理系統研究及振動測試等自動化機

艙設備。另外，上海海事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施朝健教授目前正為

國際海事組織（IMO）進行國際公約官方中譯版翻譯工作，我方亦針

對「國際海事英文」議題進行請益及相關意見交換，其有助於我方目

前執行 IMO國際公約內國法化等業務。 

 
圖 40：於上海海事大學外合照 

 

       
   圖 41：與上海海事大學進行交流     圖 42：與上海海事大學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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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上海海事大學–操船模擬機實機操作 

 

 

  圖 44：上海海事大學–自動化機艙模擬操作室 

 

 

圖 45：於上海海事大學培訓基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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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目前世界航運面臨的挑戰層出不窮，全球科技創新也在日益發展，在推

動海運產業發展的同時，國際海運界對於「科技創新」與「綠色議題」

應用在航運領域上愈顯重視，包括如互聯網、大數據、替代能源、智能

船舶、船舶效能、節能減排、綠能科技、永續發展、船舶大型化及生態

港埠等議題，對於業者而言，亦將發展出更多元化的商業模式，以創造

更大的商機，上述這些新領域及概念將成為海運未來發展新主流。 

(二)當前大陸正積極展開「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其中在「一路」規劃上，

重點針對沿途各國之港口、物流及相關基礎設施等加強合作投資，並期

望攜手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同時也將造成未來全球價值鏈進

一步深化，帶動國際相關產業重心轉移。面對大陸啟動「一帶一路」戰

略，我國應儘速尋求國內海運業界之因應作法及未來發展新契機，俾利

強化我國海運產業競爭力。 

(三)全球航運市場景氣持續低迷，大陸推動船舶工業與航運產業發展為其政

策發展戰略之重要部分，而船舶工業及航運產業投資金額又相當龐大，

故船舶融資業務、造船借貸諮詢及航運保險服務等則成為陸方金融機構

重點業務項目，並充分利用互聯網與造船業深度融合，把握市場需求導

向，加強船舶工業創新資源共享與合作利基。此外，「一帶一路」當前

為大陸經濟與外交發展戰略之核心，為實現此一目標，陸方將要求更多

的資源及金融資本參與到「海路」的基礎建設項目，以作為此經濟戰略

之強力後盾。 

(四)本屆國際海事會展可看見全球知名企業包括：現代重工、通用電氣、西

門子、凱特皮勒、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及中國遠洋運輸等公司均齊聚於上

海，並藉機發布近兩年全球海事界最新的船型與船舶配套設備及最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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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至我國方面，亦有船舶設備等相關產業之企業廠商參展，積極將最

新產品及技術透過此國際會展向全球展示，同時也藉由會展尋求簽署產

品訂單或合作協議機會。  

二、建議 

(一)藉由本次參與國際海事論壇，瞭解陸方所實施之「十二五」規劃如「上

海國際航運中心」、「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及「一帶一路」均陸續推動

與實現，並積極展開「十三五」規劃發展，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

放及共享等 5大發展理念，並可預期「十三五」規劃實施後，將在 2016

年至 2020 年進一步提升大陸總體經濟及產業經濟發展動能。面對陸方

啟動「十三五」規劃之趨勢，我方應儘速在「十三五」規劃中尋求因應

作法及未來契機。  

(二)當前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加速搶進東南亞、印度大陸及中

亞地區投資相關基礎建設，未來將衝擊我國國際海運中轉發展及影響我

國海外投資先機，恐加速我國對外經貿發展遭邊緣化，因此我國應積極

加強自由貿易港區之區對區合作，藉由多方合作模式的建立，以擴大我

國自由貿易港區績效與成果。 

(三)目前全球航運與造船市場持續低迷，國際海運界紛紛將未來主流趨勢指

向如互聯網、大數據、替代能源、智能船舶、節能減排、綠能科技及生

態港埠等相關議題，我方應提早因應並蒐集相關資訊，俾利掌握海運新

契機；另在推動航運發展的同時，國際海運業也更加重視生態與環保，

國際海事組織訂有「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及「2004 年船舶壓艙水

及沉積物管理國際公約」等相關環保規定，推動綠色船舶、綠色港埠，

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屆締約國大會」（COP21）的巴黎氣

候變遷會議，也針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議題作出回應，故我國亦應重

視並預先準備，就相關法規進行全面盤點及檢討，使法律執行面符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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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以因應目前綠色航運等趨勢。 

(四)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也將推動大陸地區海洋旅遊業的發展，同時

帶來旅遊設施及高端旅遊裝備研發製造投入的增加。豪華郵輪、遊艇及

海島資源發展都是潛在發展重點，隨者海上絲綢之路的構築，這些領域

有望迎來新的發展機會。為因應大陸地區郵輪市場高速發展，且為當前

亞洲郵輪旅客最大來源，建議本局可透過兩岸協商機制，共同開發兩岸

郵輪航線（圈），並積極推動簡化郵輪旅客通關程序，以增加郵輪業者

開闢航線意願及提升我方郵輪旅遊發展競爭力。 

(五)本次拜會上海海事局，彼此針對「海上搜救」、「港口國管制（PSC）」及

「危險貨物管理」等執行公權力作法進行意見交換，尤其是為因應亞洲

郵輪產業未來發展趨勢，雙方應建立起海上安全互助機制。雖我方體制

與陸方體制有所差異，惟其執行事項之經驗豐富，其相關作法與方式仍

可供我國借鏡參考，建議本局未來可與陸方建立起雙方溝通管道及合作

機制，為兩岸航運安全共盡一份心力；另外行程亦參訪上海海事大學，

就培育海運人才、國際海事英文方面進行意見交換及觀摩研習，建議未

來可加強兩岸各海事院校學術交流及合作發展。 

(六)與大陸交流應以開放心態面對，適時掌握機會宣導我方立場及相關施政

成果，期許未來能結合彼此力量，帶動雙方海運產業與經濟貿易正常發

展，並共同維護航運秩序及落實海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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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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