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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思考

◎文／刘上群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次级区域的

产业分工与合作。加快航运中心建设，是推进天津开发开放，实现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之一。其中，高度

发达的航运金融服务体系是实现国际航运中心的内生动力。滨海新区应秉承自身特色，充分挖掘潜力，整合

并优化配置航运资源．加快发展航运金融服务体系。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服务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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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关于天津北方

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

方案》获批．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成

为国务院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

定位。因而．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

合改革试验区及我国北方经济中

心也正面临着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的重大机遇．2014年10月交通

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在《全面实

施海运强国战略．努力建设现代

海运体系》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加强天津、大连、厦门、武汉、重

庆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服务品质

和服务水平．完善组合区域港口

发展协调机制．探索国际航运发

展综合实验区试验示范政策。天

津港在这样的利好政策下建设

航运中心，应抓住历史的机遇．

秉承资源优势．在航运金融蓝海

中强化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更好

发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重

要的门户作用。

一、滨海新区航运金融与航

运金融服务体系

航运金融是基于“航运资源

资本化、航运资产资本化、航运未

来价值资本化”的机制．以航运业

为平台．金融业为媒介．推进融

资、投资、金融服务等一系列经济

活动，解决航运资金融通、航运资

源整合上的不足．在航运业与金

融业的产业互动中创造新的价

值。天津滨海新区在建设国际航

运中心的过程中．航运金融是强

化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重要动

力．也是推动津冀沿海产业带资

源整合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

作者简介：刘上群(1991一)，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邮编：300387

重要动力。

航运金融服务体系是基于产

业集聚原理。航运类相关服务企

业通过区域集聚整合航运资源．

延展航运金融产业链条。其中包

括为航运中的船舶制造、水土运

输和港口建设搭建金融平台．形

成一体化、专业化、全流程的航运

金融产业服务链。这一产业链涉

及：开展主营业务的商业银行、保

险、证券、基金、租赁、担保、期货

和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以及开展辅助业务的船舶登记、

信用服务和政府部门等。

二、国内外航运金融发展的

经验借鉴

目前．天津航运金融建设处

于起步阶段．同世界国际航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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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心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借鉴其他国际航运中心的

发展经验对推动天津航运金融服

务体系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一)国际化功能辐射腹地的

航运金融中心——上海

上海港拥有广阔的腹地并

于200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运

港．选取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含

沿海港与内河港)和上海市GDP

指标衡量上海港对腹地经济的

辐射作用。如图1所示，近11年

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上海市

GDP持续增长的走势表明上海

港的发展形成了发达的腹地经

济。截至2012年，上海港拥有各

类海港码头泊位1183个．码头

总延长122．9公里．年综合吞吐

能力5．0亿吨．货物吞吐量

63740万吨．同比上一年增长

2％，集装箱吞吐量3252．9万吨。

同比上一年增长2．5％．上海的

GDP总量突破2万亿元．居国内

第一。同时，上海港作为世界著

名港13．港13货物和集装箱吞吐

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国际

竞争力不断攀升。近几年，上海

港港13规模逐步扩大．港航装备

业务逐步加强．基本形成集公

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于一体

的快捷高效的集疏运体系。

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航运保

险业务和船舶融资租赁的较快发

展表明上海港不断完善航运金融

服务体系的建设。2013年9月中

国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

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鼓励自

贸区内银行金融机构开展离岸船

舶融资业务．促进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航运软环境的建设。同时。上

海港拥有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认为权威的信息服务机构：航

运交易所、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

心等信息咨询研究服务机构。上

海港航运保险业务发展较快．目

前参与航运险经营的险企总数超

过40家．经营航运保险的专业中

介机构有300多家．2012年上海

船舶险保费达22．62亿元．占全

国船舶险的40．63％．货运险保费

达13．39亿元．占全国货运险总

额的13．16％。在船舶租赁方面。

上海的年船舶租赁额约为20亿

人民币。

o=-)综合化功能的国际化航

运金融服务体系——伦敦

伦敦在20世纪初成为享誉

世界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伦

敦港是世界著名的运输枢纽港．

国际航运金融业务发达．也一度

成为在建航运金融服务港口的借

鉴典范。伦敦港不仅拥有多家国

际海事组织总部、波罗的海航运

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及全球

三大航运资金结算所——伦敦结

算所．还拥有超过800家的保险

公司，以及完善的船舶交易、租

赁、融资、保险、清算和举世闻名

的航运法律服务等。仅航运金融

服务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多达20

亿英镑．伦敦的船舶融资占全球

市场18％左右．是全球最大的船

舶融资业务中心．同时海上保险

收入也占全球保费总收入的约

23％。像伦敦这样有着发达航运

金融服务体系的国际金融中心．

能够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

贷款、保险、投资、结算以及航运

价格衍生品等系列金融服务．是

形成国际航运中心的坚实基础和

强劲动力。此外。航运中心与金融

中心是相互依存、相伴而生，金融

中心的发展源于航运业的壮大．

航运中心的发展需要金融服务的

保障。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解决了

港1：3建设和船舶融资的困境．也

带来一系列航运业派生金融业

务，充分发挥了航运投资、融资、

结算和海上保险的功能。伦敦港

的发展经验依旧告诉我们提升航

运金融服务体系的整体性综合化

功能是保持航运与金融双中心的

关键。

圈1 2002—2012上海货物吞吐量和上海市GDP走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港13统计年鉴)(2003—2013)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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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条

件下航运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对

策思考

(一)滨海新区加快建设航运

金融服务体系的路径分析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

景下，天津应承担起国际中转、国

际配送、国际贸易、航运融资、航

运交易、航运租赁等功能．把天津

东疆保税港区建设成为各类航运

要素聚集、服务辐射效应显著、参

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北方国际航运

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综合功能

完善的国际航运金融服务体系。

利用天津港自身优势．促成航运

板块与金融板块的对接．实现京

津冀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

首先．航运金融服务体系是

实现国际航运金融中心的内生动

力。现代化的航运金融服务体系

为国际航运金融相关经济活动提

供贷款、投资、保险等金融服务。

国际航运金融中心的形成无论从

硬件、软件的角度都离不开金融

业的支持。如上海、伦敦等世界著

名航运中心表明发达的航运金融

服务体系是实现国际航运金融中

心的强劲助推力。

其次．加快建设航运金融服

务体系可以促进腹地区域经济的

发展。目前，天津港能够服务辐射

包括京津冀及中西部地区的14

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

52％．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京津冀协同推进航运金融业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背

景下以及在滨海新区试行金融创

新的有利政策下．加快推进航运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使得天津港

腹地经济更具发展潜力。

最后．现代化的航运金融服

务体系加速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进程。金融业控制经济命脉，金融

业作为高端服务业是实体产业发

展的血脉．实体产业借助金融资

本加快产业升级。京津冀区域协

同发展进程的关键是做好区域协

调，分工、合作，在区域协调中利

用天津港比较优势。融合航运业

与金融业．使天津航运金融业务

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京津冀区

域整体利益最大化。

(二)滨海新区加快建设航运

金融服务体系的对策

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建设上。

首先．建立由相关政府部门、金融

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有关航运

企业组成联合工作机制．定期交流

信息．研究航运和金融业两大板块

的对接任务．融合航运业与金融

业．协调推进航运金融业务发展。

其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给予航

运机构更多税收优惠政策．惠及更

多企业和航运金融业务。完善对航

运企业外汇收付汇的管理。提升航

运企业金管理效率。减少管理成

本。再次，培养航运人才，加强航运

人才储备。天津应制定和落实引进

人才、留住人才和调动人才积极性

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有效的航运

人才培养机制．营造有利于航运

金融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办学

方面．加大对相关海事院校培养

航运人才的力度．注重培养结合

金融、保险、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鼓励航运金融人员特别是留学回

国人员到天津．为其提供良好的工

作和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在内生动力建设

上。创新航运金融业务．实现航

Finance金融

运与金融资源双向增值。如：从

造船厂和投资人的角度分析．造

船厂的信贷往往不能满足融资

需求．可以采用银团固定资产抵

押贷款获得足额资金．同时船舶

融资租赁．船舶信托贷款也可以

作为投资人的买船融资方式。造

船企业利用期货采购的方式可

以保证原材料成本和原材料供

给安全。所以可以借鉴国际上先

进的船舶基金模式．为投资人实

现船舶保值增值。船舶在建过程

中的风险问题通过在建船舶保

险以及船舶套期保值来规避．船

舶运营过程中的风险问题．可以

通过投资航运保险来规避。然

而．应对各种需求和风险都需要

创新航运金融业务．才能实现航

运与金融资源的双向增值。

参考文献：

『11何建中．全面实施海运强国战略

努力建设现代海运体系【R]．北京：2014．

f21边汉坤．航运金融发展的借鉴与

思考——以天津市为饲【J】．华北金融，

2014(6)：67—68．

【3】钱志新．产业金融【M】．江苏：江苏

人民出版社．20lO．

【4】温博慧，侯笠，边学涛．京津冀协

同推动航运金融发展策略研究——天

津推出运费远期合约的制度设计研究

[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5)：118—119．

f51荣伟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问题研究[D】．安徽：安徽大学，2014．

『61冷翠华．金融界航运保费逆势增

长保险公司恶战货运险[EB／OL]．

http：Ilwww．CS．com．cn／ssgs／bxgs／

201303，t20130328—3925022．html

『71冯朵．现代航运金融服务体系与

强化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研究——以天

津国际航运中心为例fDl．天津：天津师

范大学．2012．

责任编辑：闫成

天津经济2015年第4期(总第251期)39

万方数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航运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思考
作者： 刘上群

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300387

刊名：
天津经济

英文刊名： Tianjin Economy

年，卷(期)： 2015(4)

  

 

引用本文格式：刘上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航运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思考[期刊论文]-天津经济 2015(4)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jjj201504010.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4%b8%8a%e7%be%a4%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a4%a9%e6%b4%a5%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7%bb%8f%e6%b5%8e%e5%ad%a6%e9%99%a2+300387%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jjj.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jj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4%b8%8a%e7%be%a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jjj201504010.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jjj.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