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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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次「WP6」會議於 2017 年 11 月 20~21 日法國巴黎召開，我國由張科長

尚鈞率領船舶中心鍾昆憲專案經理代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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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海事產業之綠色成長、同儕檢視、補貼等政府支持措施，造船相關政策發展

及市場走向、拆船業發展、修正總噸計算公式、船舶出口信貸暸解書、造船工作

小組設立授權之延展、未來工作計畫、新任主席及工作小組成員之遴選等議題。 

以上議題，與我國較有相關者為「海事產業之綠色成長」，國際海事組織(IMO)

發表了「IMO 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最新事態發展」、國際能源署(IEA)介紹「IEA 之

航運脫碳分析」，還有歐洲投資銀行簡報「綠色船舶貸款/擔保計劃」以及其它國家、

廠家在促進綠色船舶建造和營運之措施及角色，顯示全球海事產業相當關注此議

題，會中各界提出之措施、作為及相關報告，均可作為我國政府及產業參考及借

鏡的依據。 

下次會議預計於 107 年 5 月 15 日(三)舉辦 WP6 研討會，並出席造船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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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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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另一個產業委員會為鋼鐵

委員會)。 

OECD 理事會於 2002 年 6 月授權成立「OECD 造船特別諮商小組」

(Special Negotiating Group,簡稱 SNG)，並正式邀請我國及中國等非會員國

（Non-Member Economies）參加新造船協定（New Shipbuilding Agreement）

談判（註：所謂新造船協定即是為便利與 1994 年所簽署之造船協定有所

區別）。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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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該談判自 2002 年 12 月至 2005 年 9 月歷經 12 次會議，後因

各重要國家對於該新造船協定部分條文無法達成共識，談判終告暫停

(pause)。 

二、造船工作小組(WP6)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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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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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工作小組成員包含澳大利亞，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希

臘，義大利，日本，韓國，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和土耳其，克羅地亞和羅馬尼亞已完全參與工作小組，歐盟委員會代表

歐盟，也參與 WP6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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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船工作小組的功能 

OECD 理事會造船工作小組（WP6）提供各國政府、全球造船產業間

相互交流之國際平臺，透過祕書處相關專家進行全球新船訂單、訂單簿

及交船量之數據追蹤、分析，預測世界造船產能供需狀況，提出產能過

剩與否等預警訊息，提供各國政府調整其產業政策以協助造船業者新商

機之開發。 

本次工作小組主席為挪威常駐 OECD 代表--Mr. Olav Mykle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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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臺灣、克羅埃西亞、菲律賓、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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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位代表出席會議(各國參與

單位及名單如附件二)。 

四、近 5 年造船工作小組會議  

日期 主題 會議內容 

2013 年 6 月

17~18 日 
第 116 次「WP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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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會議暨專題

研討會(造船全球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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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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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會議暨專題

研討會(造船及離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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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
第 120 次「WP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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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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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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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會議暨專題

研討會(全球造船產業供給及

產能過剩) 

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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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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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會議暨專題

研討會(海事群聚產業及全球

性挑戰) 

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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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18~19 日 

第 124 次「WP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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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總噸之探討等。 

2017 年 11 月

20-21 日 

第 125 次「WP6」會議暨專題

研討會(海運業綠色成長) 

進行芬蘭同儕檢視，討論補貼等政府支

持措施，造船相關政策發展及市場走

向、拆船業發展、修正總噸計算公式、

船舶出口信貸暸解書、造船工作小組設

立授權之延展、未來工作計畫、新任主

席及工作小組成員之遴選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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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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21 日。全部行程為 106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3 日(返抵臺灣)，為期 6 天。 

四、行程表 

日期 內容 

2017/11/18 臺北-法國巴黎 

2017/11/19 抵達法國巴黎，與會前資料準備 

2017/11/20 出席“海運業綠色成長”專題研討會 

2017/11/21 出席第 125 次造船工作小組會議 

2017/11/22 法國巴黎-臺北 

2017/11/23 抵達臺北 

五、我國出席人員： 

參加團員 
任務分工 

單位 職稱 姓名 

經濟部工業局 科長 張尚鈞 全盤綜理 OECD 事務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
產業研發中心 

專案 
經理 

鍾昆憲 

有關造船專題研討會相關議題資

料之處理，「修正總噸」、「同儕檢

視」、「造船市場發展」等事項提

供補充、說明及一般性業務，出

席會議行政事務 

駐法代表處經濟組 
一等 
秘書 

梅碧琦 
處理 OECD 及國內相關單位之協

調工作，出席會議行政事務 

此次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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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組長，除在各種行政支援上大力協助，

並與 OECD 工作小組連繫，其中梅碧琦小姐亦出席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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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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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內容 

本次會議首先由 OECD「WP6」主席由常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挪威

代表及 WP6 主席 Olav Myklebust 先生，簡短致詞歡迎會員國以及非會

員國參加此次會議，隨即展開 2 天的會議。 

一、  11 月 20 日召開 OECD「造船專題研討會(Workshop)」 

主 題 為 「 海 事 產 業 之 綠 色 成 長 」 (Green Growth of Maritime 

Industry)，研討會有助於更好地了解政府可以發揮哪些作用來幫助發

展更綠色的海事產業。會議特別讓參與者討論海事產業如何處理環境

挑戰，以及投資綠色技術的主要動力和障礙是什麼。 

會議共有 4 個議程進行議題之相互討論 : 

Session1:國際上綠化海事產業之努力(International efforts for greening 

maritime industries) 

本會議旨在更好地了解海事產業解決環境挑戰之國際性努力。特

別是國際海事組織(IMO)通過實施溫室氣體排放措施、空氣污染和侵

入性水生物種擴展等措施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船東對綠色技術

的投資，以及供應廠商更多之研發工作。邀請以下專家學者進行簡報： 

(一)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高級研究員 Jane Lister 介紹「透

過更好地管理可持續海運，實現更環保的航運」。 

(二) 國際海事組織（IMO）Mr. Camille Bourgeon 介紹「IMO 在

保護海洋環境方面最新事態發展」 

(三) Mr. Merijn Hougee 介紹「清潔航運指數（CSI）評估船舶和

航運公司之環境效能」 

(四) 國際能源署(IEA) Ms. Renske Schuitmaker 介紹「IEA 之航運

脫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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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2:區域/國家政策在促進綠色船舶建造和營運之措施 (Regional 

and nation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greener vessels) 

本會議目的是討論促進綠色船舶建造和營運之區域和國家政

策，包括 OECD 秘書處和部分政府代表之簡報介紹; 議程討論了政府

在促進（超標準）綠色船舶建造和營運以及促進海事產業創新方面之

作用。 

(一) OECD 秘書處 Mr. Laurent C. Daniel 及 Mr. Kei Ito 介紹「區

域和國家層級在促進綠色船舶建造和營運措施之分析」。 

(二) 丹麥海事管理局海事研究所主任 Mr. Mogens Schrøder 

Bech,，從丹麥海事管理局的角度關於航運綠色技術創新

之觀點。 

(三) 土耳其交通、海事、通信部部長 Mr. Ö.Umut Şentürk 介

紹「土耳其船舶建造和拆解計劃及其對促進更環保航運

之影響」。 

(四) 韓國工業技術評估研究所（KEIT）,造船計畫主持人

Yongsuk Suh 博士介紹「韓國建造綠色船舶之近期努力」。 

Session3:私人領域之新措施(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s) 

本會議旨在讓包括造船、維修和船舶機械產業代表在內的私人利

益方，就國際、區域和國家政策對其活動的影響發表意見。 

(一)  國際航運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 )政策及

對外關係總監 Simon Bennett 先生介紹「關朝向環境永續

航運產業的進展」。 

(二) 日本造船協會介紹「造船產業在海洋活動中綠色成長之

角色」。 

(三) 歐洲船廠和海事裝備協會(SEA Eurpe)歐洲秘書長

Christophe Tytgat 先生介紹「關於海洋活動的綠色增長：

歐洲海事技術產業的角色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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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Mr. Peter Luijckx 介紹「船舶維修產業在海洋活動中綠色

成長之角色」。 

(五) Kongsberg Maritime AS 公司產品與服務執行副總裁

Olivier Cadet 先生介紹「零排放自主航運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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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4:新興綠色科技及綠色海洋金融(Emerging Green Technologies 

and Green Ocean finances) 

本會議目的是討論公共和私人實體之船舶融資，重點是綠色技術

和在海事領域再生能源之使用。隨著環境法規的採用，預計引導更環

保航運和離岸風能發展的投資將會增加。邀請以下專家學者進行簡

報： 

(一) DNV GL Maritime 之 Mr. Tore Longva 介紹「綠色船舶之

科技發展」。 

(二) 歐洲投資銀行 Mr. François Gaudet 介紹「綠色船舶貸款/

擔保計劃」。 

(三) 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歐洲、中東及美洲的航運

融資部主管 Mr. Alexandre Amedjian 介紹「更環保船舶融

資之挑戰」 

(四) 歐洲風能協會 Ms. Ariola Mbistrova 介紹「離岸風電之融

資」 

二、 11 月 21 日召開第 125 次「造船工作小組(WP6)會議」 

會議首先，各國會代表一致通過本次會議議程(agenda) 及 WP6

第 124 次會議的會議結論與摘要記錄。 

會議共進行下列議題之相互討論 : 

(一) WP6 工具檢視(WP6 Instrument Review) 

各國代表們就 2017 年 4 月 WP6 會議針對 1983 年工具徹底

修訂之實施，並於幾個月後以書面方式給予意見。OECD 秘書

處將提交一份有關 1983 年 WP6 工具修正版之背景文件

-C/WP6(2017)13。根據代表的要求，本文件包含有關於最近 WP6

會議”政策發展”內容之主要相關議題討論之摘要，並概述了

過去的造船協議談判-C/WP6(2017)18。秘書處介紹了以前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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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摘要和造船業近期變化。另外日本於 2017 年 10 月 12 日

與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造船司舉行雙邊會議之後，於本次會議

介紹該次會議的主要成果，表示中國可能參與新造船法律工具

談判。 

(二) 同儕檢視(Peer review) 

芬蘭為 2017 年 WP6 同儕檢視之主題，該項目提供該國最

終版產業報告，以便大家討論並確認報告及解密，並由秘書處

進行芬蘭同儕檢視之簡報。 

(三) 船舶回收(Ship recycling)  

秘書處對於船舶回收進行簡報，此外 Kan Matsuzaki 先生

簡報海事產業特別是船舶回收所做的努力。 

(四) 修正總噸(Cgt) 

秘書處更新關於非正式工作小組於CGT及造船產能計算

之情況。 

(五) 船舶政策發展(Policy developments) 

本項目為代表們提供了分享最新政策訊息的機會，共有三

個次主題： 

1. 在 OECD 其他領域於國營企業議題之工作 

OECD 貿易和農業局 Przemyslaw KOWALSKI 先生關於國

營企業近期工作的介紹，特別是 OECD 貿易政策文件”一起將

國際貿易及投資角度帶入國營企業中“。另外 OECD 金融和企

業事務局代表進行以下 2 個簡報：(1) Korin KANE 女士關於國

營企業的規模和領域分佈(2) Sara SULTAN 女士在全球市場中

的國營企業領域之持續工作，這涉及到 DAF 委員會和 TAD 和

STI 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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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P6 補貼清單和其他支持措施，並報告其他國家的支持措施 

OECD 秘書處修訂建議為將 WP6 清單覆蓋範圍擴大到政

府(包括國營企業)更廣泛財政之提供項目。 

3. 政策發展之圓桌討論 

南韓根據收到的書面問題，進行政策發展簡報。日本根據

收到的書面問題，進行政策發展簡報。歐盟根據收到的書面問

題，進行政策發展簡報。 

(六) 造船市場發展(Shipbuilding market developments) 

本項提供代表們提供了分享最新市場訊息的機會。共有二

個次主題： 

1. 秘書處於造船市場報告之簡報 

2. 選定之經濟體對市場發展情況之簡報 

首先由 SEA Europe 公司 Jenny BRAAT 女士介紹近期造船

市 場 的 發 展 情 況 和 前 景 。 接 著 由 日 本 造 船 協 會 Hiroshi 

IWAMOTO 先生關於扭曲市場如何影響造船產業永續成長之

分析報告。 

(七) 船舶出口信貸瞭解書--最新發展（SSU- Sector Understanding on 

Export credits for ships–latest development）」 

WP6 代表們在 2017 年 4 月的會議上同意，繼續密切監測

IWG 的工作，並繼續暫停非正式專家小組（IEG），並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的會議上進一步深入審議，特別是 2017 年 6 月會

議中與會者對 OECD 出口信貸安排有關會計的討論結果。在國

際工作小組(IWG)人員下，WP6 非正式專家小組(IEG)的專家學

者目前暫停了船舶出口信貸瞭解書(SSU)及多邊出口信貸討論

之進展。該項目為代表們提供了分享 IWG 審議情況的機會，

以便決定 IEG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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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WP6 第 124 屆會議上，考慮如果所有參加 SSU 的

參與者（包括非 WP6 成員國的兩個國家(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都被邀請參加這議題的討論，則在此會議上進行 SSU 潛在修

訂的討論。OECD 秘書處將提交“船舶出口信貸瞭解書 C/ WP6

（2017）17”的可能修訂版本。本文件描述的建議包括： 

1. 關於船舶出口信貸瞭解書，2017 年官方支持出口信貸安排之

當前 CIRR(最低利率)條款 

2. SSU 範圍內之移動離岸平台：OECD 貿易和農業董事 Juliette 

SCHLEICH 女士和 Michael GONTER 先生進行了相關簡報。 

(八) 2018 年產出討論及 2019~20 工作計劃和預算初步討論 

(Discussion of 2018 Outputs and initial discussion on the PWB for 

2019-20) 

本議程項目致力於對 2019-2020 年度“工作計劃和預算”

進行初步討論，並討論 WP6 在 2018 年的工作，首先由 OECD

秘書處介紹以下項目： 

1. 2018 WP6 海事產業綠色成長專題研討會成果 

2. 介紹 2018 年之同儕檢視 

3. WP6 計畫時間表 

(九) 2018 年 WP6 局處其新任主席及 WP6 小組成員之遴選

(Designation of the WP6 Bureau for 2018) 

(十)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十一) 下次會議日期 (Date of next meeting) 

2018 年 5 月 15 日(三) 為第一次 WP6 研討會，再來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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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9 日(四)的 WP6 專題研討會，其後是 2018 年 11 月 30

日(五)之 WP6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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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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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6 會議主席 Mr. Olav Myklebust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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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開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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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議程及專題之報告、說明及討論，重要內容如下敘述： 

芬蘭海事與造船產業之同儕檢視(PEER REVIEW OF THE FINNISH 

MARINE & SHIPBUILDING INDUSTRY) 

該議題主要包含芬蘭海事產業的特色及政府政策，前者包

含產業輪廓和結構、財務績效和就業及教育、科技與研發、產

業發展趨勢與挑戰。 

芬蘭海事與造船產業作為其廣泛海事聚落之一部份，產值

約佔 2015 年 GDP 之 2%，整體海事聚落結構如下圖所示，主

要集中在南部，有航運聚落、海事聚落等等。 

 

 

 

 

 

 

 

 

 

2015 年海事產業佔約 80 億歐元的營業額（佔聚落總數的

60％收入），包括近 870 家公司。造船產業作為海事產業的一

部份，產值約 10 億歐元，（佔聚落總數近 8％收入）；在 2016

年芬蘭為第 17 大造船國，產量為 12.2 萬 CGT，佔世界份額約

0.34%，在船舶設備及系統供應上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專精

於改裝及維修工作；近來專注於如新一代的雙燃料 LNG 主

機、輕構船舶及，高效能推進系統之綠色創新。 

在專業船舶方面具有高度競爭力，如”北極專業船舶中

心”-佔有全球破冰船 70％建造份額，另外僅次於意大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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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法國之第四大郵輪生產國。截至 2017 年 4 月，芬蘭（Meyer 

Turku 船廠）在全球郵輪 76 艘訂單簿中擁有 9 艘訂單（約佔全

球的 12％）。 

造船產業現况：自 2010 年以來 5 個主要船廠為 Meyer 

Turku、RMC、Arctech、Technip Offshore 及 Uudenkaupungin 

Työvene 船廠。STX 船廠於 2014 年關閉後建立 RMC，Rauma

市擁有土地和海域所有權，而與 STX 保留智財權(隨後出售給

Mayer 家族）。在船舶維修產業方面，擁有 2 間專業維修廠：: 

Turku Repair Yard 公司及 Naantali and Oy Western 船廠。芬蘭主

要船廠大部分或全部由外資擁有，例如德國 Mayer 家族的

Meyer Turku 及俄羅斯聯合造船公司的 Arctech 船廠。 

芬蘭海事聚落在財務、就業與教育方面，整體營業額在

2015 年回升至 80 億歐元（2010 年為最低約 65 億歐元）。海事

產業在聚落中擁有最高營業額，但毛利率自 2009 年以來為最

低，約 7％；2015 年，海事產業僱用約 28,800 名員工（約 2％

全部勞動力和 60％的海事聚落份額），造船產業約 2800 名員工

（近 10％的海事產業員工）。另外產業與科研機構、大學（例

如在 Aalto 大學之海事科技研究）和供應商之間也維持重要的

聯繫。產業具挑戰性，吸引著高技能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在研發方面，由於產業的創新增加國際之競爭力，海事聚

落中的 24 家公司在美國於 2000-2014 年之間申請了 102 項的專

利；在 2000-2016 年間 72 家公司於歐洲專利局(EPO, European 

Patent Office) 申請與船舶相關類別共 231 項專利，大部分船用

設備供應公司為申請人，如 Wärtsilä、Evac、ABB、Aker Arctic 

Technolgy 等公司，也包含了 Meyer Turku 船廠。申請專利的類

別比例為：客房（27％）、貨物裝卸（15％）、傳動系統（14％）、

主機（9％）、對抗油污（8％）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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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產業的趨勢及面臨的挑戰如下: 

1.更嚴苛之海事環境法規 

(1) 預估新的海事法規將造成投資成本的增加，如 MARPOL

附則 IV、V、VI 及第 4 章附件 VI、壓載水公約和歐盟硫

物指引之修正和修訂。 

(2) 對現有中型散貨船的預計投資成本可能達到約 450 萬歐

元。 

(3) 對於現有客/車渡輪，用於重燃油(HFO: heavy fuel oil)船舶

估計金額為近 900 萬歐元，氣油( MGO : marine gas oil)船

舶約 50 萬歐元。新造船的投資成本對於重燃油船舶可能

達到約 700 萬歐元，氣油船舶約為 220 萬歐元。 

2.產業挑戰 

(1) 芬蘭為高成本國家（比其它歐盟 28 國每小時高出 10％的

人力成本），需要採用自動化、機器化、數字化以提高投

資成本效益。 

(2) 由於預期經濟成長需要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因此教育項目

需要更多的投資。 

(3)  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如中國政府透過“中國製造 2025”

策略引導該國進入遊輪市場的計劃，將影響芬蘭在郵輪、

客船和商船之高附加價值利基市場。 

因 此 芬 蘭 提 出 2014-2022 年 海 事 運 輸 戰 略 (Maritime 

Transport Strategy) ，已於 2014 年 9 月推出，為海事產業高度

包容性之戰略計畫，內容包含加強海事聚群合作、改善船舶投

資之融資機會、開發替代燃料解決方案、通過 IMO 尋求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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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國際法規、 加強雙邊國際合作和公私部門之伙伴關係。 

船舶回收(Ship Recycling) 

全球船舶回收產業的現況，前 5 個回收國家已經超過 10

年佔全球的 97％舶舶拆除量(demolition)，比重分別為印度（34

％）、孟加拉（25％）、中國（18％）、巴基斯坦（14％）和土

耳其（6％）。 

由於僅需要較低之勞動力、環境和安全性，船舶回收紛紛

轉向亞洲，但如果不是以適當和安全的方式進行的話，將面臨

巨大外部負面效應；另由於場地及設施的因素也會造成船舶回

收方式之差異。 

2005 年船舶年度拆除量於佔全球船隊之 0.5％比重，到了

2012 年已經來到 3.5％的份額，噸位數相當於從 500 萬總噸(GT) 

增加至 3600 萬總噸。其中大型遠洋商船包含散貨貨船、貨櫃

船、油輪及礦砂船等已達到 17.5 萬總噸。中型船舶在 2009 年

至 2016 年之間拆除規模增加一倍，約從 1 萬總噸增加到 2.2 萬

總噸。較為老舊船齡的船舶比較有可能被報廢，因為其未來收

入淨現值較低、能源效率低落且維護費用及成本較高，船舶一

般平均拆除船齡為 25 ~ 35 年，不同船型略有變化。 

船舶租運市場和報廢(scrap)價格方面，租運收益和拆除機

率之間的反向關係，利用船舶租運來產生收入，而不是訂購新

船因為交船需等待數個月（例如在 2006 年至 2008 年間，從訂

單到交船時間高達 3 年半）； 拆除與報廢價格之間的正關係：

例如更高的鋼鐵價格則會增加船東進行船舶回收的意願，而增

加收益。另外配合政策的要求如能效設計指數（EEDI），IMO

壓載水管理公約的實施，都是增加船舶報廢的原因。 

船東決定船舶報廢時機的考量如下圖所示，當船舶營運

(淡藍區域)至 25~30 年後，船舶價值隨之遞減(藍線)，當低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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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之價格時(紅線)，即可進行船舶之拆除(淡橘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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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壓艙水管理公約生效後對船舶報廢量的影響，如果

將舊船加裝壓艙水管理系統的成本分為高、中、低三種狀況，

則對船舶報廢數量產生不同結果，如下圖所示：在高成本壓艙

水管理系統下會使得報廢數量增加到 13,722 艘，中、低成本下

則會降至 9,377 及 4,601 艘左右，對應之船舶噸位量如下圖左

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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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關於船舶拆解之相法規有國際法規-2009 年 IMO 香

港公約(Hong Kong Convention ) 及區域法規-2013 年歐盟船舶

回收規章(EU Ship Recycling Regulation )。 

IMO 香港公約締約方有義務禁止和/或限制有害物質的安

裝/使用，所有船舶都必須在船上放置有害物質之特定清單（更

新整至整個船舶全壽期）；“公約”下授權的船舶回收廠設

備，要能夠承擔船舶所有回收活動，並制定回收計劃，概述如

何預防危險狀況的計劃（例如爆炸、火災、事故、洩漏、排放

等），這些狀況包含傷害人類健康和/或環境、廢物管理、緊急

情況準備和反應、工人的安全和培訓、事件。/事故/職業病之

報告等。截至 2017 年 11 月，批准 HKC 的國家有比利時、法

國、挪威、巴拿馬和剛果共和國，僅達到年回收量 5.6 萬總噸，

但如果前 5 個大回收國能批准該公約，即可達成 1500 萬總噸

之目標。 

另一個歐盟船舶回收規章，則是在 HKC 基礎上，增加了

健康、安全和環境(HSE）要求、下游廢棄物管理、有害物質清

單（即增加兩個物質列入於清單）和控制機制，作為制定歐盟

船籍船舶(EU-flagged ship)之回收標準。 

船舶回收拆船廠清單最遲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生效，拆

船廠需符合規章之標準和要求，至 2017 年 11 月為止，列入名

單的有 18 個歐盟拆船廠及還有 22 個非歐盟申請者。 

Ecorys / DNV /鹿特丹大學的研究中引進船舶回收許可證

(Ship Recycling Licence)的概念，對船東在財務上之激勵措施，

旨在避免船舶在拆解前變更船籍以規避規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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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營企業規模和領業務域分佈(SIZE AND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本議題由 OECD 金融和企業事務局 Korin KANE 女士進行

關於國營企業的規模和領域分佈的簡報。 

由 OCED 造船工作小組在國家所有和私有化議題上，發佈

第三版國營企業(SOEs)特點之經常性審查，涵蓋 40 個國家，

主要為 OECD 會員區域，但也首次將阿根廷、巴西、中國、印

度和（部分）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納入。按公司價值和就業情形

調查國營企業的規模，及依領域和企業形式調查其分佈狀況。 

分析數據主要為參加造船工作小組在國家所有和私有化

議題上，參加國家本身之報告內容及透過問卷統計而來，數據

取自 2015 年年底。某些情況下，其他非政府機構也有可收集

的數據如，中國之 King Parallel Consulting、實體年度報告和 2015

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年鑑，及印度的公共企業研

究所。還有上市公司訊息 - 其中包括企業所有權、價值和就

業的具體細節，或已經通過外部數據庫已驗證的資料。此外除

了問卷調查外，還跟各國代表確定國家數據是否有所改變，如

國家國營企業投資組合的演變（企業重組、撤資、國營企業創

造等）。與上次版本的變化（2012 年數據）為擴大了地理範圍，

包括第一次納入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和（部分）沙烏地

阿拉伯等國 ，雖然比較數據只側重於中央政府的國營企業，中

國的數據也包括地方層級的企業。 

經過分析後，39 個國家(中國暫不計算在內)政府的相關數

據如下： 

1.共有 2,467 家企業，平均每個國家有 63 家國營企業 

2.總市值 2.4 兆美元，每個國家平均約 62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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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僱用 920 多萬人，大致相當於澳洲非農業僱員總數 

而單就中國而言，其中央政府就擁有 51000 家國營企業，

市值 29.2 兆美元，僱用約 2020 萬員工。 

各國國營企業家數及市值排名如下二圖所示。 

 

 

 

 

 

 

 

 

 

 

 

 

 

 

OECD 前 15 大國營企業員工佔全國員工之百分比排名如

下圖，OECD 會員國平均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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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營企業(不含中國)從事的業務領域依市值排名，分

別為金融業 26%、電氣業 21%、運輸業 18%、基礎項目業 11%

等等，如下圖左側所示。依員工數排名，依序為運輸業 19%、

電氣業 18%及製造業 18%、金融業 8%等等，如下圖右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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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營企業從事的業務領域依市值排名，分別為金融業

58%、基礎項目業 9%、運輸業 7%、電氣業 6%及製造業 6%等

等，如下圖所示。 

 

 

 

 

 

 

依員工數排名，依序為基礎項目業 29%、製造業 18%、運

輸業 12%、金融業 11%、電氣業 8%等等，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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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結論 

(一)關於 WP6 法律工具方面，各國代表將對 1983 年工具徹底修訂給予

書面意見，另根據代表的要求，秘書處提供有關 WP6 會議”政策發

展”內容摘要及過去造船協議談判資料。另外日本於 2017 年 10 月

12 日與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造船司舉行雙邊會議，並於本次會議介

紹討論的主要成果，表示中國可能參與新造船法律工具談判。 

(二)國際海事組織(IMO)通過實施溫室氣體排放、空氣污染和侵入性水生

物種擴展等措施，推動了船東對綠色技術的投資，以及包括各國代

表、造船、維修和船舶機械產業代表在內的機構單位，紛紛發表其

在海事產業中扮演綠色成長之角色。 

(三)本次會議再度提到船舶回收產業之環保議題，目前有 5 個回收國家

已經超過 10 年佔有全球的 97％舶舶拆除量，分別為印度、孟加拉、

中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但截至 2017 年 11 月，批准「香港公約」

的國家僅有比利時、法國、挪威、巴拿馬和剛果共和國，會中呼籲

各國應儘速簽署，以保障及提供拆船工人更安全、乾淨之工作場所

及合理薪資待遇。 

(四)在討論船舶出口信貸瞭解書（SSU- Sector Understanding on Export  

credits for ships–latest development）方面，在國際工作小組(IWG)下，

WP6 非正式專家小組(IEG)的專家學者目前暫停了船舶出口信貸瞭

解書(SSU)及多邊出口信貸討論之進展。另外 SSU 可能修訂版本內

容項目，主要包括 2017 年官方支持出口信貸安排之當前 CIRR(最低

利率)條款及 SSU 範圍內之移動離岸平台(Mobil offshore unt) 等議

題。 

(五)芬蘭海事與造船產業之同儕檢視其重點如下：其海事與造船產業作

為其廣泛海事聚落之一部份，產值約佔 2015 年 GDP 之 2%，整體海

事聚落，主要集中在南部，有航運聚落、海事聚落等等。2015 年海

事產業佔約 80 億歐元的營業額，包括近 870 家公司。造船產業作為

海事產業的一部份，產值約 10 億歐元，芬蘭在 2016 年為第 17 大造

船國，產量為 12.2 萬 CGT，佔世界份額約 0.34%，在船舶設備及系

統供應上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專精於改裝及維修工作；近來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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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新一代的雙燃料 LNG 主機、輕構船舶及，高效能推進系統之綠

色創新。

陸、建議 

(一)本次 OECD 專題研討會主題為「海事產業之綠色成長」，國際海事

組織(IMO)發表了「IMO 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最新事態發展」、國

際能源署(IEA)介紹「IEA 之航運脫碳分析」，還有歐洲投資銀行

簡報「綠色船舶貸款/擔保計劃」以及其它國家、廠家在促進綠色

船舶建造和營運之措施及角色，顯示全球海事產業相當關注此議

題，會中各界提出之措施、作為及相關報告，均可作為我國政府

及產業參考及借鏡的依據。 

(二)WP6 法律工具方面，各國皆希望儘速開始進行新的國際造船法律

工具之談判工作，另外由於日本於 2017 年 10 月 12 日與中國工業

和信息化部造船司舉行雙邊會議，並於本次會議介紹討論的主要

成果，表示中國大陸可能參與新造船法律工具談判。但如果中國

大陸確實與會參加，是否會對我方採取不友善之政治性舉動，值

得深入考濾及進行相關沙盤推演。 

(三)OECD 造船會議討論項目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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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等議題，直接關係到產業本身，除了政府單位及研究機構參

與之外，國內產業之主要船廠宜積極參與這個造船產業論壇之平

台，如此將能使我國在會議中扮演更積極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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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附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