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OECD 「造船工作小組」第 124 次會議 
 

 

 

 

 

 

 

                     
服務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姓名職稱：盧文燦科長 

派赴國家：法國巴黎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1 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6 日 

 



摘    要 

OECD 理事會造船工作小組（WP6）旨在逐步建立產業的正常的競爭環境，鼓

勵經由數據收集和分析的透明度，尋求擴大全球造船大國與非 OECD 經濟體間於

造船產業政策之溝通討論平台。 

本(124)次「WP6」會議於 2017 年 4 月 18~19 日法國巴黎召開，我國由盧科長

文燦率領船舶中心陳處長明忠及台船劉執行長傳璋代表出席。會議主席為挪威常

駐 OECD 代表--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大使，與會各國成員總共有 68 位代表出

席。主要討論議題包括造船市場供需分析、政策發展、綠色船舶、政府補貼及支

持措施、補償(修正)總噸及建造能力量測、拆船、產能過剩、自製率要求規定、全

球價值鏈等議題。 

以上議題，與我國較有相關者有二項，其一是「補償(修正)總噸及建造能力量

測」，係有關於以船價作為船舶修正總噸計算之基礎，可影響我國未來造船排名及

地位之排名；另一個是「綠色船舶」，重點在探討 EEDI(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定義是船舶單位載重，單位航速的碳排放)對貨櫃船、散裝貨船和油輪等三

種主要航運船隻，未來燃料消耗和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及如何改變設計以

達到 EEDI 燃料(CO2)減量的要求。我方宜持續關注上述兩項議題及可能訂定的國

際標準，以利後續我國船舶產業之發展。 

下次會議預計於本(106)年 11 月下旬舉辦，同時辦理首屆 OECD 海洋週活動，

出席下次造船工作小組會議各國代表，屆時均將獲邀出席 OECD 海洋週之各項活

動，瞭解全球造船市場發展與變化。建議我國仍持續與會，以提供政府、國內產

官學研及廠商之國際訊息，因應國際造船發展趨勢，進一步擬定我國的造船策略

與發展方向，與各國代表溝通及交流國際造船市場資訊及發展趨勢，打開我國造

船產業於國際知名度，尋求開展與共同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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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介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為經合組織，設立的目標是建立好的政策，提供好的生活，

其推動的架構是由理事會、委員會及秘書處所組成，如下圖所示：  

 

 

� 理事會：經合組織理事會是負責決策權。它是由每個成員國的一名代表，以

及歐盟委員會的代表組成。理事會是經合組織常駐代表，定期舉行會議，

以共識決方式訂定決策。這些會議由經合組織秘書長主持。理事會亦每年

召開部長級會議討論關鍵問題，並為 OECD 工作訂定優先次序。理事會的推

動工作則授權經合組織秘書處執行。 

� 委員會：由 34 個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代表組成，透過召開專業委員會議，對

先進理念和具體政策領域進行審查，如經濟，貿易，科技，就業，教育和

金融市場的進展。目前委員會約有 250 個工作小組和專家小組，每年皆要

求來自各國行政部門，約 40,000 位高級官員至經合組織委員會開會，並幫

助 OECD 秘書處審查及開展工作。 

� 秘書處：由安吉爾古里亞領導經合組織秘書處，由一名或多名副秘書長協助

工作。秘書處設於巴黎，由 2500 名員工組成，支撐委員會的活動，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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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包括經濟學家，律師，科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 

經合組織的運作方式為資料收集、分析、討論、決定、執行同儕檢視及多邊

監督。 

 

 

二、造船工作小組(WP6)簡介  

「造船工作小組」（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Shipbuilding,簡稱 WP6）直

屬 OECD 理事會，其位階相當於委員會層級，係 OECD 現存以單一產業為探討主題

的兩個委員會之一(另一個產業委員會為鋼鐵委員會)。 

OECD 理事會造船工作小組（WP6）旨在逐步建立產業正常的競爭環境，鼓勵經

由數據收集和分析的透明度，尋求擴大全球造船大國與非 OECD 經濟體間於造船產

業政策之溝通討論平台。期望經由多邊談判建立國際造船市場之規範，塑造公平

的競爭環境。   

造船工作小組的主要優先工作項目為建立全球造船產業之正常競爭環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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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造船市場扭曲因素，鼓勵藉由產業資訊透明度及各國間之同儕檢視，以避免政

府對其造船產業之不適當補貼支持措施。 

本次工作小組主席為挪威常駐 OECD 代表--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大使，

與會成員包含丹麥、芬蘭、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挪威、波蘭、葡萄牙、

土耳其、歐盟、蘇聯、南非、台灣、克羅地亞、菲律賓、羅馬尼亞、越南、貿易

聯盟諮詢委員會(TUAC)、韓國造船協會(KSA)及 Sea Europe 等產業公會或組織代

表和 OECD 工作小組，總共有 68 位代表出席會議(各國參與單位及名單如附件一) 。 

三、2012 至 2016 年造船工作小組會議 

時間 主題 會議內容 

2012 年 6 月

21~22 日 
第 114 次造船小組會議  

船舶市場扭曲確實會造成不公平競

爭，包括如船舶鋼板價格與船東貸款

問題，與各國分享經驗、進行討論及

資訊交流。 

2012 年 11 月

29~30 日 
第 115 次造船小組會議 

全球造船業造船產業的發展趨勢和未

來發展進行討論，並進行日本政府造

船產業支持措施之同儕檢視。 

2013 年 6 月

17~18 日 
第 116 次造船小組會議 

討論有關出口信貸、綠色船舶、國營

企業角色等議題，並進行葡萄牙政府

造船產業支持措施之同儕檢視。 

2013 年 11 月

27~28 日 
第 117 次造船小組會議 

討論各界(各國、組織、公司)對於在

造船全球價值鏈對產業、船舶設備、

航運、船廠員工等方面之影響進行報

告研討。 

2014 年 6 月

12~13 日 
第 118 次造船小組會議 

討論有關造船產業政策發展、產業政

策評價、海洋經濟(更新版)、SSU 最

新發展、綠色船舶、WP6 計劃更新、

造船產業供需分析。 

2014 年 11 月

24~25 日 
第 119 次造船小組會議 

討論造船產業領域發展趨勢、機會及

挑戰，並說明海洋經濟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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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11~12 日 
第 120 次造船小組會議 

討論有關政策發展、出口信貸造船部

門瞭解書--最新發展、綠色船舶、造

船產業之新金融型態、國際運輸論壇

之大型貨櫃船報告、供應與需求分

析、公平競爭之措施回顧、後續造船

及離岸產業發展、WP6 計畫更新等議

題。 

2015 年 11 月

9~10 日 
第 121 次造船小組會議 

主要匯集政府、產業代表及專家共同

討論交流有關全球造船產業供給及產

能過剩議題，及 OECD 及非 OECD 會員

共同探討各國政府造船政策發展及挑

戰、同儕檢視、出口信貸造船部門瞭

解書(SSU)最新發展、綠色船舶等事

項。 

2016 年 5 月

23~24 日 
第 122 次造船小組會議 

討論造船政策發展圓桌會議、造船產

業新型態資金支援、政策發展、供應

與需求分析、綠色船舶、未來海洋經

濟計畫等議題，邀請各國產、官及組

織代表共同討論造船相關產業之發展

趨勢、機會及挑戰，並進行經驗分享。 

2016 年 12 月

1~2 日 
第 123 次造船小組會議 

主要匯集政府、產業代表及專家共同

探索全球造船產業與其它海事產業

(如航運、離岸及海事設備)之關連性

並尋求產業挑戰之整體解決方案，而

非只解決單一產業間之問題，及各國

政府造船政策發展、全球造船產業供

需分析、造船產業出口補貼、造船工

作小政策工具、綠色船舶及 106 年度

工作規劃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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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8~19 日 
第 124 次造船小組會議 

主要討論議題包括造船市場供需分

析、政策發展、綠色船舶、政府補貼

及支持措施、補償(修正)總噸之探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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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員及任務分工 

一、 本次會議於法國巴黎 OECD 總部舉行  

二、 會議地點：2,rue Andre’-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三、 會議時間：106 年 4 月 18 日及 19 日。全部行程為 106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1

日(返抵台灣) ，為期 6 天。  

四、 行程表 

日期 內容 

106/04/16 臺北-法國巴黎 

106/04/17 抵達法國巴黎，與會前資料準備 

106/04/18 出席第 124 次造船工作小組會議 

106/04/19 出席第 124 次造船工作小組會議 

106/04/20 法國巴黎-臺北 

106/04/21 抵達臺北 

五、 我國出席人員及分工如下： 

參加團員 

任務分工 

單位 職稱 姓名 

經濟部工業局  科長 盧文燦 全盤綜理 OECD 事務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

發中心 
處長 陳明忠 

蒐集我國造船會議資料及處理出席會

議行政事務，填覆問卷「造船補貼及

支持措施」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劉傳璋 
蒐集我國造船政策推動會議資料及處

理出席會議議題資料 

此次經合組織造船工作小組會議，經濟部國貿局未派員，駐法國代表處經濟

組賴作松組長及梅碧琦小姐，除在各種行政支援上大力協助，並與 OECD 工作小

組緊密連繫，梅碧琦小姐亦全程出席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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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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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內容 

一、 配合 OECD WP6 會議之前置作業 

    本次 OECD「WP6」會議召開前已先行問卷調查出席會議各國政府對造船

補貼及其他支持措施(Subsidies and other support) ，我國政府對造船補

貼及其他支持措施，主要是經濟部技術處之造船研發計畫及工業局之船舶產

業輔導計畫經費。提供調查之資料如下： 

 REPORTING QUESTIONNAIRE       REFERENCE YEARS: 2015-2017 

Country/Economy: CHINESE TAIPEI 

1. Type of the measure of support  

    [see Explanatory Note 1)] 
 

K:   Suppor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 Authority/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measure and legal authority 

    [see Explanatory Note 2)]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3. Outline/explanation of the measure  

    [see Explanatory Note 3)] 
 

MOEA grants research funds to a non-profit research firm, the Ship and Ocean Industries 

R&D Center (SOIC).  Its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general technical capability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of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ship and boat builders. 

4a. Monies actually committed each year 

    [see Explanatory Note 4)] 
Year 2015 Year 2016 Year 2017 

       National Currency  86.853 43.204 43.111 

       USD  2.8 1.2935 1.369 

       Exchange rate  [            /USD] 31.41 33.397 31.5 

4b. Maximum financial exposure at end of each 

year 

   

       National Currency  0 0 0 

       USD  0 0 0 

       Exchange rate  [            /USD] 0 0 0 

5. Start and end date  Start date; [7] 1991 / End date; on-going 

6. Notes (i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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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包括造船市場供需分析、政策發展、綠色船舶、

政府補貼及支持措施、補償(修正)總噸之探討等。茲就各討論議題之內容報

告如下： 

(一) 造船政策發展圓桌會議(Roundtable of policy development)會議於各參

加代表同意 OECD「造船工作小組」第 124 次會議紀錄及摘要報告後進行。 

(二) 造船工作小組對修正總噸(Compensated Gross Tonnage, CGT)以及建造能

力量測(Measurement of Capacity)報告 

OECD 在本屆的造船政策發展，有一項重要的造船建造量量測標準建

立，從 2015 年到 2016 年許多會員對造船修正總噸(CGT)標準訂定的需求。

2016 年 12 月 2 日會議中，參加人員希望找出一個簡單的公式，能夠有效

表達出修正總噸的量測標準。為此，OECD 秘書處於 2017 年 2 月還發出了

一份電子問卷交由會員處理。 

過去 OECD 制定出修正總噸的簡單計算公式，廣為各造船廠作為工作

量與效率的重要參考資料，其公式如下表： 

舊修正總噸(Compensated Gross Tonnage, CGT)係數 

船舶種類 從 到 係數(A) 船舶種類 從 到 係數(A) 

單殼油輪 
(載重噸) 

0 4,000 1.70 

一般貨船 
 (載重噸) 

0 4,000 1.85 

4,000 10,000 1.15 4,000 10,000 1.35 

10,000 30,000 0.75 10,000 20,000 1.00 

30,000 50,000 0.60 20,000 30,000 0.85 

50,000 80,000 0.50 30,000 以上 0.70 

80,000 160,000 0.40 
冷藏貨船 
(載重噸) 

0 4,000 2.05 

160,000 250,000 0.30 4,000 10,000 1.50 

250,000 以上 0.25 10,000 以上 1.25 

雙船殼油輪 
(載重噸) 

0 4,000 1.85 

貨櫃船 
(載重噸) 

0 4,000 1.85 

4,000 10,000 1.30 4,000 10,000 1.20 

10,000 30,000 0.85 10,000 20,000 0.90 

30,000 50,000 0.70 20,000 30,000 0.80 

50,000 80,000 0.55 30,000 50,000 0.75 

80,000 160,000 0.45 50,000 以上 0.65 

160,000 250,000 0.35 

Ro-ro 
Ships 
(dwt) 

0 4,000 1.50 

250,000 以上 0.30 4,000 10,000 1.05 

成品油輪及
化學品船(載

重噸) 

0 4,000 2.30 10,000 20,000 0.80 

4,000 10,000 1.60 20,000 30,000 0.70 

10,000 30,000 1.05 30,000 以上 0.65 

30,000 50,000 0.80 

汽車船 
(載重噸) 

under 4,000 1.10 

50,000 80,000 0.60 4,000 10,000 1.75 

80,000 以上 0.55 10,000 20,000 0.65 

乾散貨船 under 4,000 1.60 20,000 30,00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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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噸) 4,000 10,000 1.10 30,000 and over 0.45 

10,000 30,000 0.70 

渡輪 
(總噸) 

under 1,000 3.00 

30,000 50,000 0.60 1,000 3,000 2.25 

50,000 80,000 0.50 3,000 10,000 1.65 

80,000 160,000 0.40 10,000 20,000 1.15 

160,000 以上 0.30 20,000 以上 0.90 

Combined 
Carriers 
(dwt) 

0 10,000 1.60 

旅客船 
(總噸) 

0 1,000 6.00 

10,000 30,000 0.90 1,000 3,000 4.00 

30,000 50,000 0.75 3,000 10,000 3.00 

50,000 80,000 0.60 10,000 20,000 2.00 

80,000 160,000 0.50 20,000 40,000 1.60 

160,000 以上 0.40 40,000 60,000 1.40 

液化石油氣
船 

(載重噸) 

0 4,000 2.05 60,000 以上 1.25 

4,000 10,000 1.60 
漁船 (總

噸) 

0 1,000 4.00 

10,000 20,000 1.15 1,000 3,000 3.00 

20,000 30,000 0.90 3,000 以上 2.00 

30,000 50,000 0.80 
其他非貨
運船舶 
(總噸) 

0 1,000 5.00 

50,000 以上 0.70 1,000 3,000 3.20 

液化天然氣
船 

(載重噸) 

0 4,000 2.05 3,000 10,000 2.00 

4,000 10,000 1.60 10,000 以上 1.50 

10,000 20,000 1.25 

  

20,000 30,000 1.15 

30,000 50,000 1.00 

50,000 以上 0.75 

資料來源：OECD 

舊的 CGT=A x GT，A=船別係數，GT 為船舶總噸位。 

上 表 係 數 係 將 總 噸 位 (Gross Tonnnage, GT) 轉 換 為 修 正 總 噸

(Compensated Gross Tonnnage, CGT)，以量測造船廠製造產量及生產力

之用。 

2016 年 由 歐 洲 船 廠 協 會 (Community of European Shipyards 

Associations, CESA，前身為 Association of West European Shipbuilders, 

AWES)、日本船廠協會(Shipbuilders’ Association of Japan, SAJ)及

韓國船廠協會(Korean Shipbuilders Association, KSA )所共同制定新

版修正總噸(CGT)系統，前三者船廠產量約佔全球 75%的市佔率；如往常一

般，此一新系統已經由 OECD 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Shipbuilding

所採用及公佈，此一新系統將取代舊的修正總噸係數表格，並於 2007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修正總噸的制定是總噸基礎上考慮船種及船舶建造複雜程度等因素

的單位，修正總噸不僅比過去使用載重噸、總噸更能正確反映造船工作量

大小，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船價高低和產值大小。因此，修正總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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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較正確地表示造船產量、造船工作量和造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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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修正總噸與舊的修正總噸系統的差異在於： 

1. 捨去現行取決於載重噸之修正總噸係數表，改採用一方程式來計算修正總

噸。 

2. 不同於早期以載重噸(DWT)為基礎，新、舊系統都改以總噸(GT)為計算方式。 

新版修正總噸方程式為 CGT=A x GT
B 

其中(A：船別係數)，(B：指數係數)，係數 A 與船種有關，係數 B 則受船隻大

小所影響，請參照下表： 

 

 

 

 

 

 

 

 

 

 

 

 

 

 

 

於此須注意的事為油品輪在舊系統中歸類於化學船，而在新系統則歸類

為油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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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分別比較部份貨櫃船及散裝貨船之新、舊系統之修正總噸的差別如

下： 

 

 

 

 

 

 

上表可以看出有些船舶 CGT 變小，也有船舶 CGT 變大。 

2016 年起，造船工作小組(WP6)再度為修正總噸的制定，要會員提出

建議，尤其是將在 2017 年 6 月 8 日所召開的 JECKU(為日本 Japan、歐盟

European Union、中國 China、韓國 Korea，以及美國 U.S.造船協會的國

際會議名稱)會議中進行討論；以及由 WP6 成立非正式工作小組於 2018 年

底前規畫提出新量測方式。 

 

(三) 法國 BRS 公司報告世界造船能力衰退及下一個十年如何復甦，首先我們

看到造船市場歷史的背景： 

1950 年代：世界造船量歐洲及亞洲 50%/50%平分。 

1973 年：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機發生。 

1978 年：第二次全球石油危機發生。 

1970 年代末期：造船市場嚴重衰退，新船價格大跌。 

1980 年代：歐洲及日本船廠接受大量補助，韓國造船業快速成長。 

1980 年代中期~1980 年代末期：造船業經過幾年得深度衰退，造船業開

始重整。 

歐洲：政府開始減少對造船業的補貼，許多國家造船業開始放棄：

英國、瑞典、法國、波蘭…..，許多大型及中型船廠關閉，

不再營運，只剩下小型及特種船舶建造船廠繼續營運。 

日本：第一波船廠重整，緊縮建造能量，一些新船建造轉型為修

船廠。 

1990 年代：韓國造船能量繼續提升。 

2000 年代：中國造船能量開始大幅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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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 年：新造船活動開始大幅增加，造船訂單開始過量。其中： 

2008 年：船廠手持訂單達到營運船隊的 36%。造船產能開始大幅擴張，

遠超過需求。 

2008 年：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風暴迅速延燒，全球造船泡沫化。 

2008~2017 年：造船新單需求急降、新船價格大幅衰退。 

2010 年代：中國及韓國許多船廠關門，日本船廠再度合併。 

許多中國船廠造船廠因經驗不足、生產力低落而關廠，造成中國造船

業危機，政府提供有限的政策協助於部分船廠，主要以國營企業優先。 

1.  建造巨型油輪(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VLCC)船廠 

(1) 韓國 

韓國船廠總共有 6 家，具有建造巨型油輪船塢，分別是現代重

工蔚山(Ulsan)船廠 5 個造船塢，現代重工三湖(Samho)船廠 2 個造

船塢，現代重工尾浦(Mipo)船廠 4 個造船塢，大宇造船巨濟島玉浦

(Okpo)船廠 2 個造船塢，三星重工巨濟(Geoje)船廠 2 個造船塢、2

個浮塢，世騰(STX)船廠 1 個造船塢，總共有 18 個造船塢及浮塢可

以建造巨型油輪，如圖 1 所示。 

 

 

 

 

 

 

 

 

 

 

圖 1 韓國船廠具有建造巨型油輪船塢船廠及數量，來源：OECD。 

 

(2) 中國 

中國大陸在 1994 年由大連造船廠開始建造巨型油輪，到 2017

年已有 50 個可以建造巨型油輪的船塢，如圖 2 所示。 



21 

 

 

 

 

 

 

 

 

 

 

 

 

圖 2 1994~2017 年中國大陸造船廠可以建造巨型油輪船塢成長，來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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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大陸已有 29 家船廠可以建造巨型油輪，有 50 個造船

塢；但目前已有 3 家關廠，有 6 個造船塢關閉。，如圖 3 所示。其

中江蘇東方重工、江蘇熔盛重工、STX 大連已經關廠，但關廠設施

轉賣後仍可造船。 

 

 

 

 

 

 

 

 

 

 

 

 

 

圖 3 中國大陸可以建造巨型油輪的造船廠，來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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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 

日本有 11 家造船廠，總共有 25 個可以建造巨型油輪的造船塢或

修船塢，如圖 4 所示。 

 

 

 

 

 

 

 

 

 

 

 

 

 

 

 

圖 4 日本可以建造巨型油輪的造船廠及船塢數量，來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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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日韓可以建造巨型油輪的造船廠及船塢，如圖 5 所示。 

 

 

 

 

 

 

 

 

 

 

 

圖 5 中日韓可以建造巨型油輪的造船廠及船塢，來源：OECD。 

從 1990~2016 年造船訂單的分布來看，2016 年全年僅有 511

艘新船訂單，這是從 1990 年以來最低的訂單量，如圖 6 所示。 

 

 

 

 

 

 

 

 

 

 

 

 

 

圖 6 從 1990~2016 年造船訂單的分布，2016 年訂單量最低， 

來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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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韓國船廠年度交船量來看，以載重噸位(dwt)計算，2011 年

為最高峰，2016 年衰退達到 33%，如圖 7 所示。 

 

 

 

 

 

 

 

 

 

 

 

圖 7 對韓國船廠年度交船量，以載重噸位(dwt)計算，來源：OECD。 

 

造船全盛時期，韓國有 33 家船廠，目前仍有 16 家船廠營運中。 

從 2008 年到 20107 年 3 月，韓國造船廠目前營運概況： 

1. 21世紀造船(21ST CENTURY) (關廠) 

2. 大鮮造船(DAE SUN)(營業中，目前停工) 

3. 大韓造船(DAEHAN HAENAM) (營業中，目前停工) 

4. 大宇造船(DAEWOO )(營業中) 

5. DONGBANG(關廠) 

6. 韓進釜山船廠(HANJIN BUSAN)(營業中) 

7. 現代重工群山船廠(HYUNDAI GUNSAN) (營業中，6月起停工) 

8. 現代重工尾浦船廠(HYUNDAI MIPO) (營業中) 

9. 現代重工三湖船廠(HYUNDAI SAMHO) (營業中) 

9. 現代重工蔚山船廠(HYUNDAI ULSAN) (營業中) 

11. ILHEUNG(關廠) 

12. JINSE HI(關廠) 

13. KOREA YANASE TONGYEONG(關廠) 

14. MOKPO S&E (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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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RIENT SHIPYARD (關廠) 

16. POSCO PLANTEC (關廠) 

17. SAMHO SB(關廠) 

18. SAMKANG M&T (營業中) 

19. 三星重工(SAMSUNG)(營業中) 

20. SEKO HI (關廠) 

21. SEKWANG HI MOKPO(關廠) 

22. SEKWANG HI ULSAN (關廠) 

23. SHINA SB (關廠) 

24. SHINAN (關廠) 

25. SLS SB (關廠) 

26. SPP GOSEONG (營業中，目前停工) 

27. SPP SACHEON (營業中，目前停工) 

28. SPP TONGYEONG (營業中，目前停工) 

29. STX O&SB BUSAN (營業中) 

30. STX O&SB JINHAE (營業中) 

31. SUNGDONG (營業中) 

32. TK HEAVY (關廠) 

33. YS HEAVY (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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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船廠年度交船量來看，以載重噸位(dwt)計算，2011 年

為最高峰，2016 年衰退達到 48%，如圖 8 所示。 

 

 

 

 

 

 

 

 

 

 

 

 

 

 

 

 

 

圖 8 對中國船廠年度交船量，以載重噸位(dwt)計算，來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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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船廠從 2011~2016 年關廠的訊息如下 

2011年關廠 

Blue Sky Shipyard(浙江省)  

Jiangsu Shenghua(江蘇省) 

Nantong Huigang(江蘇省) 

Zhejiang Hengyu(浙江省) 

 

2012年關廠 

Nantong Qiya(江蘇省) 

Zhejiang Jingang (浙江省) 

Zhejiang Judger (浙江省)  

 

2013年 

Hubei Jiangyan (河北省) 

Zhejiang Haitian (浙江省) 

Zhejiang Haoyou (浙江省) 

 

2014年 

Fujian Guanhai(福建省) 

STX Dalian(遼寧省) 

Sugang (江蘇省) 

Suopu (江蘇省)  

Rushan(山東省) 

Shandong Huahai(山東省) 

Shengfei (re‐organized) (山東省) 

Weihai Samjin (re‐organized) (山東省) 

Yangzhou Huamei (江蘇省) 

 

2015年 

Jiangsu Eastern (江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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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de (江蘇省) 

Rongsheng (江蘇省) 

Zhejiang Zhenghe (浙江省) 

 

2016年關廠 

Sainty Marine (State‐Owned)(江蘇省) 

Yangzhou Guoyu(江蘇省) 

Zhejiang Wuzhou (國營) (浙江省) 

Zhoushan ZCHI(浙江省) 

對日本船廠年度交船量來看，以載重噸位(dwt)計算，2010 年

為最高峰，2016 年衰退達到 34%，如圖 9 所示。 

 

 

 

 

 

 

 

 

 

 

 

 

 

 

 

 

 

圖 9 日本船廠 1990-2016 年度交船量 

相對日本船廠來說，造船不景氣年代，日本船廠採合併及合作

模式，以及向外國投資新廠，來渡過造船低迷期。其中僅有日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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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船廠今治造船在大幅擴充產能及併購船廠，目前產能為日本最大

船廠。 

另外，日本 JMU 造船集團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成立，由日本四

大造船公司逐步合併產生，目前在日本造船業務量僅次於今治造

船，是日本第二大的造船集團。 

JMU 造船集團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53 年，當時日本成立

石川島(Ishikawajima Shipyard)造船廠，隨後在 1893 年更名為石

川島造船及工程，1960 年在併購播磨船廠成為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公

司(Ishikawajima-Harima Heavy Industries, IHI)，亦是具有知

名度的 IHI 造船；1995 年再併入日本另一大造船公司的住友重工艦

艇建造部門，再更名為 IHI Marine United (IHI MU)公司，其中住

友重工造船的發展始於 1893 年成立的 Uraga 船廠。 

另一個造船集團的發展，於 2002 年成立的環球造船公司

(Universal Shipbuilding Corp.)，是結合了 1881 年在大阪櫻島

成立的大阪鐵工廠，1943 年更名為日立造船公司(Hitachi Zosen)；

以及 1912 年成立的日本鋼管公司(Nippon Kokan, NKK)，1940 年經

併購鶴見鐵工廠(Tsurumi Iron & Steel Works)後並加入鶴見在公

司名稱中，復於 1988 年再恢復日本鋼管公司(NKK)原名。2002 年日

本鋼管以母公司 JFE 及日立造船兩大造船公司正式合併為環球造船

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這三大造船公司再度合併成為日本第二大

造船企業 JMU 造船集團，旗下主力船廠分別是 IHI MU 的吳市(Kure)

船廠，日立造船的有明(Ariake)船廠，以及日本鋼管的津(Tsu)船

廠，JMU 造船集團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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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日本 JMU 造船集團的歷史發展圖 

由於國際造船市場仍面臨船舶過剩、新船需求偏少，以及船價

偏低影響，對船廠來說，轉型或縮減產能在未來十年更為明顯，預

計韓國將減低 50%的造船產能、中國將減低 20%的造船產能、日本

將減低 30%的造船產能。 

過去中日韓船廠在關廠後，新投資者加入或會繼續造船，與歐

洲於 1970~1980 年關廠的船廠來說，已沒有再回頭造船的先例。對

於未來造船市場來看，還有後起之秀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國

家，開始大力推動造船產業，對市場仍有衝擊。 

造船市場仍是供需的關係，未來十年的發展，仍然是供需在互

相角力的現象，由於目前造船市場仍是供過於求，一般預測在 2018

年以前，造船仍將會持續低迷一陣子。 

(四) 政府協助造船產業 

造船工業是一個國際性競爭極強的行業，加上船舶市場的變化

莫測、波動頻繁與激烈，更加深各造船國之間的競爭力道。為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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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造船國家之間的衝突，OECD 特別成立造船工作小組(WP6)，是世

界上最大的一個國際性造船組織，亦是政府間討論國際造船工業問

題的最主要單位，各界期望都很深。 

造船工作小組(WP6)成立後，首先制定與通過了三個要點： 

1.「關於船舶出口信貸的諒解(Understanding on Export Credits 

for Ships)」，於 1969 年通過，經 1970 年、1974 年、1979 年三

次修改。 

2.「關於造船工業逐步取消影響正常競爭障礙的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for the Progressive Removal of Obstacles to 

Normal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1972 年通過，1983 年修改。 

3.「關於政府造船政策的一般指導原則(General Guideline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於 1976

年通過，經 1983 年修改。 

WP6 所通過的三個要點，一直是國際造船協定的基礎，雖然缺

乏法律約束力和懲罰、制裁手段，但也對世界造船工業在歷經 1970

年代能源危機導致造船艱困後，產生相當的影響力，特別是「關於

船舶出口信貸的諒解」，至今仍得到各成員國廣泛承認和普遍遵

守；但另外兩點卻未能發揮多大的實值作用。由於這些要點僅寬鬆

的執行，讓許多新興造船國肆無忌憚的對造船工業大力扶助，許多

規定沒有得到實際的執行，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造船國強烈的

不滿。 

經過長期的開會與協商，造船工作小組終於制定了「關於商船

造 修 業 正 常 競 爭 條 件 的 協 定 (Agreement Respecting Normal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n The Commercial Shipbuilding And 

Repair Industry)」，全文約 53 頁。由於協定是在 OECD 組織範圍

內談判及簽字，國際上又稱為「OECD 造船協定」，或是「國際造船

協定」。 

國際造船協定內容相當的廣泛，是對 OECD 造船工作小組原先

三點的概括與總結，內容上也有進一步的提升與延伸。是 OECD 造

船工作小組成立以來，所達成最重要的一個造船協定，亦是世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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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史上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協定。它的簽署與生效，對於促

進各締約國取消造船扶植政策、穩定世界造船工業與市場秩序、建

立比較公平的國際競爭環境，可以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惜最後在美

國國會不批准造船協定的簽訂的狀況下，而功虧一簣。 

1996 年，在美國國會不批准造船協定談判的簽字，導致造船

協定談判的破裂，但隨著韓國造船業的崛起，韓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度，導致歐盟和日本的造船國不滿。在歐盟和日本的推動下，OECD

造船工作小組在 2002 年 12 月在法國巴黎重新啟動國際造船協定談

判。 

至今美國及中國大陸政府對於造船扶植政策仍然很積極，亦是

他們不加入 OECD 造船工作小組成為會員的主因。 

(五) 政府造船扶植造船產業政策 

本次開會，會議中也提到一些國家仍然對造船扶植政策的概況

作了分析。 

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敘述政府為推廣一帶一路，提供了船

廠財務必要的協助，使其能夠獲得所需的新船訂單，內容包括：計

畫在 2020 年前要獲得 40%世界高端船舶訂單、35%世界海工訂單，

以及前十大船廠要獲得中國國內 70%船舶訂單等。 

依據 OECD 造船工作小組本次調查資料顯示，包括中國 10 大國

內融資銀行，於 2016 年提供超過 150 億美元的造船租賃，其中 64

億美元用於提供船廠訂造新船的租賃，剩下的 51 億美元用於直接

購買新船，再透過租賃方式提供航商使用。另外，中國大陸銀行亦

提供 30 億美元作為船廠還款保證用。 

其中另一項協助，為中國大陸進出口銀行(China Export 

Import Bank, CExim)與 中 國 大 陸 遠 洋 海 運 集 團 (China COSCO 

Shipping)於 2016 年 8 月簽訂合作協議，提供 180 億美元資金，作

為建造超過 50 艘船用途。其他還有中國大陸進出口銀行提供 10 艘

超大型散裝貨輪(VLOC)抵押貸款(Mortgage Finance)，每艘船價約

在 8 千 3 百萬美元，以提供國內造船廠造船。另外，中國大陸銀行

亦提供低利融資(如提供 1.85 億美元給孟加拉航運公司 20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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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年利率)給國外航商在其國內造船。以及提供拆船補貼，2016

年補助達到 2.3 億美元，其中中國大陸招商局集團就獲得 1.16 億

美元拆船補貼。 

2. 美國 

制定美國海事能源法(Energizing American Maritime Act)，

要求在 2020 年以前美國 15%液化天然氣(LNG)及原油運輸，必須使

用美國籍(US Flagged)船舶，2025 年要達到 30% (不過本項法案仍

待美國眾議院同意)，未來還要立法要求這些船舶在美國建造。 

3. 其他 

包括印度、法國、巴西等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政府協助措施。 

(六) 韓國政府是否支持大宇造船重整 

本次 OECD 會議，對於韓國政府將援助大宇造船，日本和歐盟

再次提出質疑。 

日本及歐盟認為，韓國政府對大宇造船的援助方案是不公正

的，違反了 WTO 的規則。他們指出，作為韓國的政策銀行，韓國產

業銀行和韓國進出口銀行在 2015 年向大宇造船提供了 4.2 兆韓元

的資金援助、在今年又以債務調整為前提提供了第二輪的追加資金

支援，這種行為違反了 WTO 的政府補助金支付規定。 

而在2016年11月底巴黎舉行的經合組織(OECD)造船工作小組

(WP6)例會上，日本和歐盟均質疑大宇造船接受的資金支援具有政

府補貼性質。日本政府表示，韓國政府在大宇造船的財務重組中扮

演了關鍵角色，作為韓國產業銀行和韓國進出口銀行均為大宇造船

的債權人和股東。日本政府認為，這種援助已經加劇了造船市場的

產能過剩和供需失衡問題。 

而德國船舶工業協會(VSM)秘書長 Reinhard Luken 表示，韓國

政府用政府財政補貼幫助大宇造船海洋的做法不妥。歐洲造船工業

協會(CESA)秘書長 Douwe Cunningham 指出，儘管歐洲船企與大宇

造船之間不存在直接競爭關係，但在目前全球造船產能過剩的背景

下，為了能促進船企公平競爭，CESA 反對韓國政府援助大宇造船海

洋。 

面對質疑，韓國政府表示，對大宇造船提供支援的決定是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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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商業判斷。作為大宇造船的主要債權人，如果大宇造船出現問

題，韓國產業銀行和韓國進出口銀行將蒙受巨大損失，因此這兩家

銀行決定為大宇造船提供支援。 

106 年 4 月韓國產業銀行(KDB)和韓國進出口銀行(K-EXIM)表

示，作為大宇造船的債權人，將再向處境困難的大宇造船提供新的

援助計畫，共計 6.7 兆韓元(約合 59.8 億美元)；這是韓國產業銀

行和韓國進出口銀行為大宇造船提供的第二輪援助計畫。根據此計

畫，如果貸款方和債券持有人同意以大宇造船 2.9 兆韓元的債務換

取新股份，大宇造船將能夠獲得 2.9 兆韓元的新貸款。援助計畫還

包括為 9,000 億韓元的無抵押貸款提供 3 至 5 年的債務寬限期。 

在會議中，韓方代表作了以下的答辯： 

1. 從 2015 年以來，韓國產業銀行(KDB)提供大宇造船 0.3 兆韓元貸

款、0.4 兆韓元注資，以及 1.8 兆韓元債轉股協助。韓國進出口

銀行(K-EXIM)提供大宇造船 0.3 兆韓元貸款以及 1.0 兆韓元債轉

股協助。民營投資或是銀行均自願參與財務協助計畫。 

2. 韓國政府對於大宇造船重整計畫： 

(1) 政府沒有介入。 

(2) 由參與公司自行決定救援計畫。 

(3) 由債務人自願同意債務調整 

(4) 所有的考量均為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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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綠色船舶 

綠色船舶研究的主要目的對三個主要航運船隻貨櫃船、散裝貨

船和油輪確定 EEDI 在未來的減排措施。在這項研究中，不僅確定

每噸每海浬或每 TEU 每海浬的排放量，也考慮了總船隊的總排放量。 

主要研究問題是：在船舶設計中可以發現哪些演變和實施哪些

減排技術可以獲得所需的 EEDI 值？ 

考慮 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在航運上燃料消耗(以及相關

的二氧化碳排放)對 EEDI 的影響。 

從方法論上進一步探討三個主要方面： 

(1)EEDI 對未來燃料消耗和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 

(2)為達到 EEDI 的要求而影響到計之改變。 

(3)燃料(CO2)減量技術。 

三、 下一次會議時程 

OECD 第 125 次造船工作小組(WP6)會議時間訂為 2017 年 11 月 20 日~21 日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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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本次造船工作小組會議討論造船市場供需分析、政策發展、綠色船舶、政府

補貼及支持措施、補償(修正)總噸以及建造能力量測、拆船、產能過剩、自

製率要求規定、全球價值鏈等議題。 

(二) 以上議題，與我國較有相關者有二項，其一是補償(修正)總噸(Compensated 

Gross Tonnage, CGT)以及建造能力量測(Measurement of Capacity)報告：修正總

噸是在總噸基礎上，考慮船種及船舶建造複雜程度等因素的噸位單位。修正

總噸不僅比過去使用載重噸、總噸更能正確反映造船工作量大小，同時還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船價高低和產值大小。因此，修正總噸能比較正確地表示

造船產量、造船工作量和造船能力。調整修正總噸的定義可影響我國未來造

船排名及地位之排名。 

(三) 另一個與我國較有相關是貨櫃船、散裝貨船和油輪等三種主要航運船隻「綠

色船舶」議題，重點在以方法論探討 EEDI(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定

義是船舶單位載重，單位航速的碳排放)對未來燃料消耗和相關二氧化碳排

放的影響，及探討如何改變設計以達到 EEDI 燃料(CO2)減量的要求。 

(四) 我方宜持續關注上述兩項議題及可能訂定的國際標準，以利後續我國船舶產

業之發展。 

(五) 下次會議預計於本(106)年 11 月下旬舉辦，同時辦理首屆 OECD 海洋週活動，

屆時除造船工作小組於 11 月 20 日主辦之研討會外，21 至 22 日將舉行本年

綠 色 成 長及 永 續發 展論 壇 -本 年以 「 綠色海 洋 經 濟 (Greening the Ocean 

Economy」為主，23 至 24 日舉行海洋經濟之衡量研討會。出席下次造船工

作小組會議各國代表，屆時均將獲邀出席 OECD 海洋週之各項活動。 

(六) 本次會議與會代表，均盼爭取中國大陸參與。目前中國大陸為 OECD 之「關

鍵夥伴(key partner)」，由於中國造船量影響全球產業供應鏈，造船工作小組

秘書處已多次邀請其出席會議，惟尚未獲其同意，我方宜密切注意中國大陸

是否出席會議，及其後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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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當前船舶修正總噸計算系統的挑戰為，由於技術變革和法規更新使得船廠生

產之產品組合(貨櫃船、油輪等)隨著時間發生變化，船舶之種類及船型大小

日趨複雜化，新的船舶類別(如海上和巨型遊艇）的建造過程皆不同於現有

之船種，使得原有系統難以應付當前之狀況，目前會議中又提出以船價作為

船舶修正總噸計算之基礎，由於關係到我國未來造船排名及地位之排名，我

方宜持續關注此議題之發展。 

(二) 關於貨櫃船、散裝貨船和油輪三種主要航運船隻「綠色船舶」議題，我方宜

持續關注 EEDI 對未來燃料消耗和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及探討如何改

變設計以達到 EEDI 燃料(CO2)減量的要求 

(三) 有關本年 11 月 20 至 21 日召開之造船工作小組研討會，以及 OECD 海洋週

相關活動，由於係涉及海洋經濟各層面議題，除造船業外，還包括航運、漁

業、環保、創新、投資、旅遊等不同行業；屆時將可瞭解 OECD 及相關國際

組織和個別國家在「海洋經濟」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國際規範及未來討論

或發展趨勢，建議駐法國代表處未來可洽邀相關單位派員參加此類會議。 

(四) 歷年來我國以「獲邀國(invitee)」身分，受邀參加造船工作小組會議，為能持

續獲得 OECD 造船工作小組的邀請，除了應積極參與造船工作小組的各項活

動與會議，並應與 OECD 秘書處及各國互動良好關係與，同時應適時提供我

國對相關議題之回饋意見，以確保我未來能繼續受邀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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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附相關資料 

附件一：會議正式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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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次會議各國出席名單 

Participants List for 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Shipbuilding 

(COUNCILWP6) 

Liste des Participants pour Groupe de travail du Conseil  sur la 

construction navale (CONSEILGT6) 
 

18/4/2017 - 19/4/2017 
   

All Sessions 
  

 

Denmark/Danemark 

 

Ms. Stine OLSEN Head of Section 

Blue Growth and Maritime Policy 

Danish Maritime Authority 

  

  

Finland/Finlande 

 

Mr. Janne PELTOLA Counsellor (Competitiveness)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of Finland to 

the EU 

Mr. Juho KORTENIEMI Counsellor (Industry, Ener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Finland to the 

OECD 

  

  

Germany/Allemagne 

 

Ms. Anne 

JACOBS-SCHLEITHOFF 

Head of Division 

Maritime Industry and Coordinating 

office of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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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ergy (BMWi) 

Ms. Ariane KIESOW Offi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ordinator of the Maritime Industry 

Maritime Industry Task Force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BMWi) 

  

  

Italy/Italie 

 

Ms. Luciana MANCINI Government Official 

Division 4, Department of Navigation 

and Maritime and Air Transport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s (MIT) 

Mr. Andrea PIANTINI Director 

Assonave 

Fincantieri S.p.A. 

  

  

Japan/Japon 

 

Mr. Tomokazu KITAMURA Counsellor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Japan to the 

OECD 

Mr. Mitsuhiko IDA Deputy Director 

Shipbuilding and Ship Machinery 

Division, Maritime Bureau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MLIT) 

Mr. Hiroshi IWAMOTO Counselling Staff 

Japan Marine United Corporation 

Mr. Takehide KIKUCHI Chief, Shipbuilding and Ship 

Machinery Division 

Maritim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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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MLIT) 

Mr. Sadaharu KOGA Deputy Director 

OECD Division, Economic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Mr. Takanori MAEDA Director 

Maritime 

Japan Ship Center (JETRO) 

Mr. Masato SATO First Secretary 

Embassy of Japan in France 

Mr. Takeo SUZUKI Director 

Shipbuilding Industry 

The Shipbuilders' Association of Japan 

Mr. Akihiro TAMURA Director 

Maritime 

Japan Ship Centre JETRO London 

  

  

Korea/Corée 

 

Mr. Sanghee PARK Counsellor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the OECD 

Ms. Uira JEONG Deputy Director 

Shipbuilding and Pland Division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r. Kam-chan KANG Director 

Offshore and Shipbuilding Industry 

Division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 

Mr. Bong-Ki KWON Senior Manager 

Korea Offshore & Ship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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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Ms. Su Jung PARK Assistant 

Korean-English-French 

CONFERENCE INTERPRETER 

  

  

Norway/Norvège 

 

Ms. Kristine PEDERSEN Senior Adviser 

Maritime Department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Fisheries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Norway to the 

OECD and UNESCO 

Mr. Rolf HELMICH 

PEDERSEN 

Senior Vice President  

Export Credit Norway 

Mr. Johan MOWINCKEL Head of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uarantee Institute for Export Credits 

(GIEK) 

  

  

Poland/Pologne 

 

Mr. Damian BOROWIK Department of Maritime Economy 

Ministry of Maritime Economy and 

Inland Navigation 

Mr. Jerzy CZUCZMAN Director 

The Association of Polish Maritime 

Industries 

Ms. Agnieszka KURASZYK Department of Maritime Economy 

Ministry of Maritime Economy and 

Inland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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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aciej STYCZYNSKI Ministry of Maritime Economy and 

Inland Navigation 

  

  

Portugal 

 

Ms. Maria do Rosário 

PENEDOS 

Expert 

Strategy Depart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Maritime Policy 

  

  

Turkey/Turquie 

 

Mr. Güven DURA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General Directorate of Shipyards and 

Coastal Structures 

Ministry of Transport Maritime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Mr. Oral ERDOGAN Adviser on Economics and Education to 

the Executive Board 

Maritime Chamber of Commerce, 

Turkey 

Mr. Ayhan KAYATURK Director 

YATGIAS, Turkey 

Mr. Ercan OZOKUTUCU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General Secretariat 

GISBIR, Turkey 

Mr. Ö.Umut SENTURK Head of Department 

General Directorate of Shipyards and 

Coastal Structures 

Ministry of Transport Maritime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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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UE 

 

Ms. Maria MADRID-PINA Policy Officer 

DG TRADE G3 - Market Access, 

Industry,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DG Trade 

  

  

Russian Federation/Fédération de Russie 

 

Ms. Iuliia GORIUNOVA Consultant 

Trad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France 

Mr. Oleg SAVELYEV Assistant Professor Trade Policy Chair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 Africa/Afrique du Sud 

 

Ms. Zukiswa KIMANI Chief Director 

Industrial Policy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Chinese Taipei/Taipei chinois 

 

Mr. Ming-Jung CHEN Division Director 

Ship and Ocean Industries R&D Center 

Mr. Chwan-Chang LIU CEO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CSBC Corporation 

Mr. Wen-Tsan LU Section Chief, Metal and Mechanical 

Industrie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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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s. Antonia MEI Deputy Division Director 

Economic Divisio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rance 

  

  

Croatia/Croatie 

 

Mr. Robert BLAŽINOVIC Head of Sector for Industry and 

Investments 

Sector fot Industry and Investments 

Ministry of Economy 

Mr. Siniša OSTOJIC General Manager 

Croatian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Philippines 

 

Mr. Ramon HERNANDEZ Director, Shipyards Regulation Service 

Maritime Industry Authority 

(MARINA) 

Mr. Reynaldo LIGNES Shipbuilding Champ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ervice 

Board of Investments 

  

  

Romania/Roumanie 

 

Mr. Paul ILICENCO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President of ANCONAV 

Daewoo Mangalia Heavy Industries 

Mr. Ion ILIE Senior Couns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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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ui Thien THU Deputy Administrator 

Viet Nam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VINAMARIN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Viet Nam 

Mr. Nghiem Quoc VINH Deputy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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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AMARIN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Viet Nam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TUAC)/Commission syndicale 

consultative (TUAC) 

 

Mr. Kan MATSUZAKI Director, ICT,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Shipbuilding and Shipbreaking 

IndustriALL Global Union 

Mr. Akira YAKUSUE Assistant General Secretary 

Japan Federation of Basic Industry 

Workers’ Unions-JBU 

  

  

Korea Shipbuilder's Association (KSA)/Association coréenn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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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Oh-Yoon KWON Senior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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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會議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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