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订单结构

中国船舶集团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本报记者 王婧涵

9月3日，中国船舶发布公告，正在筹划由中国船舶通过向中国重工全体股东发

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工。 中国船舶集团表示，本次重组将整合中

国船舶、中国重工的优势科研生产资源和供应链资源，促进造修船先进技术的深度

融合升级，实现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

互补。

随着船舶行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国船舶集团多船型设计与

建造取得积极进展，订单结构不断改善，持续从常规船型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累计已完成54次航行，接待旅客超过22万人；第七〇

八研究所设计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载箱量达到23000标准箱， 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

……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走进中国船舶集团子公司中船动力旗下上海中船三井造

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看到全球最大功率船用双燃料低速发动机已进入总装调试阶

段。

持续发力技术创新

2024年以来，全球航运运力持续紧张，航运价格走高。 近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

价指数持续处于3000点以上高位。

随着运费走高，集装箱船造船订单数量不断攀升。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7月全球

集装箱船新船订单达到55万TEU，创下2021年3月以来新高。 目前，全球造船市场集

装箱船订单已超660艘，总运力超过655万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经济效益好、设计难度高。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通过

持续技术创新和突破，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超大型集装箱船设计的垄断。 第七〇八研

究所集装箱船型号总设计师初绍伟告诉记者，团队画过的图纸数以千计，一次次失

败，一次次重来，最终实现重大突破。

目前， 第七〇八研究所形成了覆盖1000箱-24000箱集装箱船的完整系列产品

设计能力，获取订单500余艘，累计创造经济效益600亿元，全球近20%超大型集装箱

船的设计订单收入囊中。

第七〇八研究所注重设计的前瞻性。 第七〇八研究所所长卢霖表示，集装箱船

的设计图纸生命周期通常两至三年，但第七〇八研究所的图纸经过五六年依然能成

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

眼下，该所瞄准了环保减排领域。液化天然气需要在零下160摄氏度以下的条件

储存。 为此，第七〇八研究所团队与港口、造船厂等多个行业联合攻关，开展风险管

控。 如今，一套18600方的液化天然气存储及驱动设备安装在23000箱超大型集装箱

船上。 使用天然气燃料， 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0%以上， 硫氧化物和颗粒物减排

99%。

打造澎湃绿色动力

当前，中国造船工业订单结构不断改善，持续从常规船型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

船型。 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试航交付，中国集齐世界造船工业“皇

冠上的三颗明珠”———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LNG船）。

爱达·魔都号已累计完成54次航行，接待旅客超过22万人。 预计至2030年，我国

邮轮旅客将达到450万人，邮轮运营直接经济贡献超过750亿元。

高端船型制造技术不断进步，离不开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和绿色动力的发展。

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的《2023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提出，到2030

年国际航运单次运输任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8年平均减少40%以上。

第七一一研究所总工程师王锋表示，当前，全球航运业极为重视绿色低碳转型，

船舶迫切需要换上一颗“绿色心脏” 。

燃料变更意味着发动机及动力系统整体更新。第七一一研究所围绕高效清洁燃

烧组织技术、燃料喷射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开发了一系列绿色

低碳发动机产品。

在中船动力下属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全球最大功率船用双燃料

低速发动机正在这里建造，目前已进入总装调试阶段。 这款发动机长22.7米，高16

米，最大单机功率达63840千瓦，总重量2100多吨。

中船三井技术中心部长徐赵刚表示，因为体积较大，这款产品发货运输时需要

拆成五个大件才能运至船厂。 作为X92DF第二代机型，该机采用最新的智能控制废

气循环（iCER）技术，在性能、环保和安全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中船动力董事长李琤表示，中船动力低碳零碳发动机订单占比持续提升。 2024

年上半年，双燃料低速发动机累计接单55台。

节能减碳多线并进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推广低

碳交通运输工具，推动船舶、航空器、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采用清洁动力，加快淘汰老

旧运输工具，推进零排放货运，鼓励净零排放船用燃料研发生产应用。

从船用绿色燃料技术路线看， 中船动力副总工程师周伟中表示，LNG燃料最为

成熟，甲醇燃料和氨燃料的发展前景尚难断言。当前，全球面临绿色甲醇产量不够的

问题；而氨具有毒性，且在使用规范方面尚不健全。船东对这两类燃料发动机的选择

比较谨慎。 公司会持续关注和研发多种技术路线的产品，以保障自身竞争力。 目前，

公司零碳低碳燃料发动机新接订单占比超过50%。

第七一一研究所所长董建福表示，绿色燃料大规模应用，除了技术问题，配套基

础设施也需要不小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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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差异化构建竞争优势

中国电力：打造绿色低碳能源供应商

●本报记者 刘杨

“中国电力将加快绿色发展， 到2025年底

要兑现对资本市场‘清洁能源占比达90%’ 的

承诺。 ” 中国电力副总裁寿如锋近日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电力清洁能源合并装机容量占比达77.07%，同

比提升11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们将以市场为

‘试金石’ ，做好长远布局，通过差异化构建竞

争优势，打造新质生产力排头兵。 ”

资产结构更加清洁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电力实现营业收入

264.72亿元，同比增长24.18%；集团权益持有

人应占利润28.02亿元，同比增长51.5%。

截至2023年底，中国电力清洁能源合并装

机容量占比75.39%。截至2024年6月30日，这一

数字提升至77.07%， 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清

洁能源收入占比首次超过60%。

对于兑现“清洁能源占比达90%” 承诺面

临的挑战，寿如锋表示，项目开发管控趋严，清

洁能源发展难度有所增加。 “新型电力系统加

速构建，各类电源功能定位、市场环境和发展要

求都面临变化，行业竞争白热化。公司虽然有很

多机会，但面临不确定性。 ”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能源结构

不断调整优化。寿如锋对记者表示，围绕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电力将进一步加快推进科

技创新，巩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深化改

革，优化调整管理模式，促进产业升级，打造更

多具有创新性与引领性的新质生产力项目。

“比如，我们研发更高效的光伏风电技术、

更安全的数智化储能技术等。 ”寿如锋表示，加

快实施“智改数转” ，建设智慧平台、智慧场站，

提升信息化软实力。

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和电力系统

优化，中国电力已实现精准调度、智能运维和故

障预警，提高了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协同发展“水火风光”

除了资产结构更加清洁，寿如锋表示，上半

年，中国电力的盈利结构更加均衡，水、火、风、

光各板块全面实现盈利， 分别占比15%、22%、

39%和23%。 同时，中国电力盈利质量更高，现

金流进一步提升， 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增长

67%。

“在存量业务方面， 我们深入研判煤价走

势，灵活调整采购策略。 上半年，综合标煤单价

为899.9元/吨，同比下降8.3%，节约燃料成本5.5

亿元。 煤电容量电费获取率约为97%，煤电度电

盈利超过2分钱，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上半年，中

国电力水电发电量10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90%。 此外，中国电力积极推进绿电、绿证交易，

变现环境属性价值合计2.66亿元。 ”寿如锋说。

在充分发挥优质水电、 火电调峰调频能力

的基础上，中国电力推动“水电+绿电”“火电

+绿电”有机结合，发挥联营优势，“水电风光”

协同发展。

谈及未来如何优化电源结构，寿如锋表示，

持续推动风电、光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新能源尤其是大型基地项目、 海上风电开发

和运营等方面下大力气； 促进传统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推动煤电机组“三改联动” ，提高火电

的发电效率，发展灵活调节电源，增强电力系统

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推动储能产业升级，积极探

索“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模式，实现新

型储能多元化应用，推动储能与电源协同发展。

为高效落实“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

三年行动” ，寿如锋表示，中国电力与投资者紧

密交流， 将市值表现作为各项决策的重要参考

指标，推动业绩和市值持续提升，为全体股东创

造更大价值。

同时，中国电力积极推进ESG管理工作，成

功入选“中国ESG上市公司先锋100” 榜单，并

在中诚信绿金国际ESG评级中获得行业内最高

评级。

构建技术“护城河”

谈及未来发展，寿如锋告诉记者，中国电力

将瞄准火电升级改造与新能源智慧场站建设，

同时深耕储能、地热和电化学材料等领域，建立

自己的技术“护城河” 。

上半年，中国电力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扎实

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型储能是中国电力布局的重点领域之

一。 “上半年， 我们积极开拓智慧储能应用场

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高安全性浸没式储

能产品尽早量产、推向市场。 ” 寿如锋告诉记

者，中国电力围绕新源智储打造储能产业链，涉

及高性能电解液的研发、锂电池专用灭火剂等，

持续攻关新型储能前沿技术。

中国电力旗下新源智储成立于2021年7

月， 具备从电池模组到电站系统全产业链产品

研发、集成、制造、交付及售后的能力。新源智储

紧抓国内储能市场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新机遇，

实现了快速成长， 在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CNESA） 发布的2023年度国内储能系统出

货量排名中位居第3位。

谈及新源智储未来发展，寿如锋表示，努力

将新源智储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储能行业独角

兽企业。

“以市场为‘试金石’ ，做好长远布局，通

过差异化构建竞争优势， 打造新质生产力排头

兵。 ” 寿如锋介绍，上半年，中国电力继续推进

交通强国试点工作， 力争全年推广换电重卡超

过7000辆；加大地热综合能源开发，力争北京

等区域优质项目落地。

寿如锋表示，中国电力加快绿色转型，目标

是在2025年底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成

为中国一流的绿色低碳能源供应商； 到2035

年，成为世界一流的绿色低碳能源供应商。

32家钢铁公司

上半年盈利

●本报记者 董添

上半年， 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整体表

现欠佳。 在已披露2024年半年报的47家钢铁

行业上市公司中，32家公司实现盈利， 但仅

13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中钢协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 目前主流

螺纹钢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下跌近两成。 对于

钢铁行业未来市场需求，机构认为，制造业等

下游产业景气度有望企稳， 将带动钢材需求

增长。综合考虑基建需求释放、制造业和出口

需求的韧性等因素， 全年用钢总需求有望维

持增长，钢企利润有望得到修复。

“三高三低” 局面持续

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承压，高产量、高

成本、高库存、低需求、低价格、低效益的“三

高三低” 局面持续，相关上市公司业绩表现

欠佳。在销售端钢价跌势依旧的同时，成本端

铁矿石进口价格、煤炭价格长期处于高位，企

业效益空间被压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6月，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39727.7亿元， 同比下降3%； 营业成本为

38412.2亿元，同比下降2.8%；亏损3.1亿元，

同比下降156.4%。 1-6月，我国粗钢产量5.3

亿吨，同比下降1.1%；粗钢表观消费量预计

为4.73亿吨，同比下降4.37%。 供大于求的现

象仍较为明显。

部分公司业绩出现较为明显的反弹，主

要集中在特种钢领域。

柳钢股份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完

成钢材产量585万吨，同比减少0.98%；实现

营业总收入378.24亿元，同比增长0.7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54亿元，同

比实现扭亏。

上半年， 太钢不锈实现营业收入约

497.14亿元，同比下降7.3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39亿元， 同比扭亏为

盈。 公司表示，克服市场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钢材价格震荡偏弱等压力和挑战， 以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引领，坚持创

新驱动，着力推进精益运营，全方位降成本

提效率，价值创造能力大幅提升，经营绩效

显著改善。

价格有所回落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4年8月第4周，螺

纹钢价格主要集中在3130元/吨至3400元/

吨。 其中，长沙、广州、昆明等市场价格相对

较高。

2023年8月第4周，螺纹钢价格主要集中

在3600元/吨至3900元/吨。 相比去年同期，

今年价格回落较为明显。

库存方面， 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8月中旬末， 重点统计的钢铁企业钢材库

存量为1645.39万吨，比8月上旬末增加55.34

万吨。

兰格钢铁网数据显示，8月26日至8月30

日， 兰格钢铁全国绝对价格指数为3532元，

较上周上升1.7%，较去年同期下降13.6%。其

中， 兰格钢铁长材绝对价格指数为3423元，

较上周上升2.4%，较去年同期下降10.7%；兰

格钢铁型材绝对价格指数为3540元，较上周

上升0.6%，较去年同期下降12.9%；兰格钢铁

板材绝对价格指数为3536元， 较上周上升

1.5%，较去年同期下降16.8%；兰格钢铁管材

绝对价格指数为4077元， 较上周下降0.1%，

较去年同期下降11.2%。

从供给端看， 多个钢材品种亏损压力加

大，产能持续收缩。 从需求端看，当前市场成

交维持低位，终端需求释放力度不足。

需求有望改善

近日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

于暂停钢铁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 提出，各

地区自8月23日起，暂停公示、公告新的钢铁

产能置换方案。 未按通知要求，继续公示、公

告钢铁产能置换方案的， 将视为违规新增钢

铁产能。 工信部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研究修

订钢铁产能置换办法， 进一步健全完善产能

置换政策措施。

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春表示， 产能

置换政策的初衷是限制产能、压缩产能。但在

实际执行过程中，部分企业、地方政府以各种

方式变相新增产能，造成钢铁产能不断扩张。

兰格钢铁网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当前， 钢铁工业处于高产

量、高成本、高出口、低需求、低价格、低效益

的“三高三低” 局面。工信部暂停钢铁产能置

换工作， 对于行业健康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

用。 进一步梳理现有产能， 健全完善置换政

策，有利于优化钢铁行业结构。

对于未来钢铁市场走向，上海钢联认为，

需求或出现改善，供应方面主要取决于控产、

节能、降碳政策的执行。 总体来看，钢材供需

基本面大概率会好转。

中国电力位于青海的100MW/200MWh储能项目 本报记者 刘杨 摄

持续发力技术创新

2024年以来，全球航运运力持续紧张，航

运价格走高。 近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持续处于3000点以上高位。

随着运费走高，集装箱船造船订单数量不

断攀升。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7月全球集装箱

船新船订单达到55万TEU，创下2021年3月以

来新高。 目前，全球造船市场集装箱船订单已

超660艘，总运力超过655万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经济效益好、 设计难度

高。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通过持续技

术创新和突破，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超大型集装

箱船设计的垄断。第七〇八研究所集装箱船型

号总设计师初绍伟告诉记者，团队画过的图纸

数以千计，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最终实现

重大突破。

目前， 第七〇八研究所形成了覆盖1000

箱-24000箱集装箱船的完整系列产品设计能

力，获取订单500余艘，累计创造经济效益600

亿元，全球近20%超大型集装箱船的设计订单

收入囊中。

第七〇八研究所注重设计的前瞻性。第七

〇八研究所所长卢霖表示，集装箱船的设计图

纸生命周期通常两至三年，但第七〇八研究所

的图纸经过五六年依然能成为市场上的 “香

饽饽” 。

眼下，该所瞄准了环保减排领域。 液化天

然气需要在零下160摄氏度以下的条件储存。

为此，第七〇八研究所团队与港口、造船厂等

多个行业联合攻关，开展风险管控。如今，一套

18600方的液化天然气存储及驱动设备安装

在23000箱超大型集装箱船上。 使用天然气燃

料，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0%以上，硫氧化物

和颗粒物减排99%。

打造澎湃绿色动力

当前， 中国造船工业订单结构不断改善，

持续从常规船型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随

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试航交

付，中国集齐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

珠”———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

输船（LNG船）。

爱达·魔都号已累计完成54次航行，接待

旅客超过22万人。 预计至2030年，我国邮轮旅

客将达到450万人，邮轮运营直接经济贡献超

过750亿元。

高端船型制造技术不断进步，离不开智能

化技术的应用和绿色动力的发展。

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的《2023年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提出，到2030年国际

航运单次运输任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

2008年平均减少40%以上。

第七一一研究所总工程师王锋表示，当

前，全球航运业极为重视绿色低碳转型，船舶

迫切需要换上一颗“绿色心脏” 。

燃料变更意味着发动机及动力系统整体更

新。 第七一一研究所围绕高效清洁燃烧组织技

术、 燃料喷射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进

行攻关，开发了一系列绿色低碳发动机产品。

在中船动力下属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

机有限公司，全球最大功率船用双燃料低速发

动机正在这里建造， 目前已进入总装调试阶

段。这款发动机长22.7米，高16米，最大单机功

率达63840千瓦，总重量2100多吨。

中船三井技术中心部长徐赵刚表示， 因为

体积较大， 这款产品发货运输时需要拆成五个

大件才能运至船厂。作为X92DF第二代机型，该

机采用最新的智能控制废气循环 （iCER）技

术，在性能、环保和安全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中船动力董事长李琤表示，中船动力低碳

零碳发动机订单占比持续提升。 2024年上半

年，双燃料低速发动机累计接单55台。

节能减碳多线并进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推广低碳交通

运输工具，推动船舶、航空器、非道路移动机械

等采用清洁动力， 加快淘汰老旧运输工具，推

进零排放货运，鼓励净零排放船用燃料研发生

产应用。

从船用绿色燃料技术路线看，中船动力副

总工程师周伟中表示，LNG燃料最为成熟，甲

醇燃料和氨燃料的发展前景尚难断言。 当前，

全球面临绿色甲醇产量不够的问题；而氨具有

毒性，且在使用规范方面尚不健全。 船东对这

两类燃料发动机的选择比较谨慎。公司会持续

关注和研发多种技术路线的产品，以保障自身

竞争力。 目前，公司零碳低碳燃料发动机新接

订单占比超过50%。

第七一一研究所所长董建福表示，绿色燃

料大规模应用，除了技术问题，配套基础设施

也需要不小的投入。

9月3日，中国船舶发布公告，

正在筹划由中国船舶通过向中国

重工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

式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工。 中国

船舶集团表示， 本次重组将整合

中国船舶、 中国重工的优势科研

生产资源和供应链资源， 促进造

修船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升级，

实现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融合发

展、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实

现优势互补。

随着船舶行业不断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国船舶集

团多船型设计与建造取得积极进

展，订单结构不断改善，持续从常

规船型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累

计已完成54次航行， 接待旅客超

过22万人； 第七〇八研究所设计

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载箱量达到

23000标准箱，打破了国外企业的

垄断……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走进中

国船舶集团子公司中船动力旗下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

司，看到全球最大功率船用双燃料

低速发动机已进入总装调试阶段。

优化订单结构

中国船舶集团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本报记者 王婧涵

中国船舶中船澄西造船码头 本报记者 王婧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