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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资市场化的实质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以

追求效益为目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航运业

融资市场化就是引进社会资金，适当减少政府借贷的需求，实施

“用者付费”制度来收回营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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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通融研讨会倡议,大量引进社会资金参与“一路一带”有关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10月,由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国

家在北京正式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专门性的多元融资

平台。航运业作为海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巨大的资金

缺口,融资市场化势在必行。

一、宏观经济方面的需求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的宏伟目标,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亚洲

各经济体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驱动力。据开发银行测算,未来

十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巨大,需求至少8万亿美元的建设资

金,但是目前只有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及成立亚投

行注资的5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使得海丝基础设施建

设面临“大需求大资金缺口”的困境。目前亚洲基础设施已经不再

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海南航运设施落后及船舶陈旧严重阻

碍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和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作用的发

挥。海南经济正处快速发展的时期,各个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而有限的财政支出难以支持航运业的发展,故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和

方式融通资金,融资市场化则应运而生。

二、海南经贸发展方面的需求

海南目前肩负建设国际旅游岛以及将海南建设成为区域性航

运枢纽的重要使命,而航运业对海南经济发展起着支撑性作用。海

南进出岛货运量的98%以上通过水运完成,就外贸而言,据海口海

关统计,至2014年10月,海南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及地区进出口额

达480.3亿元,同比增长46.4%,占海南对外贸易总额的44.9%;海

南自阿曼、阿联酋等西亚8国进口额为263亿元,占海上丝路沿线国

家进口总额的70.8%;对东盟出口94亿元,同比增长54.3%,占海上

丝路沿线国家出口总值86.1%。然而目前海南航运企业面临着内外

双重挑战:外则有大吨位集装箱船舶抢占航运市场,航运巨头马士

基提供的定点定时服务垄断亚洲航运市场;内则有为发展绿色航运

的需要,要求企业技术改造致使经营成本增加,货主船队大型化的

运力结构改变对传统航运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在这种转型的关键时

期,为帮助航运企业渡过难关,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港口及船舶的改

扩建,但仅仅有政府政策和财政扶持是远远不够的。政府还需要主

导搭建融资平台,借力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航运,提高综合国际

竞争力。

三、航运业发展方面的需求

航运业的循环性、周期性、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等行业特

征决定了其融资特征有别于其他行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

是航运业是资本密集的产业,需求资金巨大,融资比较困难。二是

投资后回收期比较长,风险相对较大。在正常情况下,船舶的投资

回收期在10年以上,如果航运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会需要更长时间,

而且,容易受到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风险加大,资信能力经常

受到质疑,更加大了融资难度。三是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决策效

率较低。这些行业特征就决定了航运企业很难通过企业自身积累的

资金来支持船舶及港口的建造,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尤其对资

金需求巨大的航运业而言,发展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就需要到

资本市场上寻找外源融资。海南航运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征,多为政

府主导下的投资,而且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股票和债券融资所

占权重甚少。航运业的回收期长和风险大导致银行也不愿意为其放

贷。因此,完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体制改革,使融资规范化、市

场化,不仅是海南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航运发展的需要。

四、航运业风险防范方面的需求

航运业在融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融资风险问题最为突出。

从企业方面来讲,首先,航运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海南

航运业企业平均规模小,每个省际企业平均拥有的船舶数为2.23

艘/1.88万载重吨,省际船舶的平均吨位是8495载重吨,而且船舶

老龄化严重,占到省际沿海总海运力的38%。规模小,自有资金不

多,固定资产相对较少,导致经营业绩不稳定,抵御风险能力较

差。其次,管理水平低,缺乏创新。海南中小航运企业多为民营企

业,主要经营一些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小型货船。再次,财务

管理不规范,信用风险较高。大部分航运企业财务体制不健全,信

息披露水平低,导致信用水平低下,融资风险增加,从而加大了融

资的难度。而且,在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有种天然的投

资冲动,以地方财政为众多的财政项目做担保,而忽视对自身风险

的评估。因此,创新融资渠道,科学管理融资项目,建立融资市场

化机制,降低航运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风险势在必行。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及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中国航

运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航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加快航运要素的集聚,这给中国航运金融带来

巨大的发展空间。伴随“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国际旅游岛的战略

部署,海南被赋予建设区域性航运枢纽重大使命。但是面临海南航

运业金融刚刚起步这个现实,海南应该充分发掘自身优势,抓住机

遇,促进航运金融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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