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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突发！“南北船”合并后启动整合，9家上市公司齐齐装入“中国神船
”，专家：造船业重组成为趋势）

“南北船”官宣合并后的资产划转和整合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7月1日晚间，中国船舶(600150)、中船科技(600072)、中船防务(600685)等3家上
市公司发布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提示公告，因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控股股东中船工
业集团的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国船舶集团，导致中国船舶集团将成为公司的间接
或直接控股股东。

久之洋、中船应急等九家上市公司均表示，本次划转完成后，中国船舶集团将整合
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优势资源，统筹优化核心能力建设，聚焦使命任务，
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发展海洋防务装备产业、船舶海工装备产业、科技应用产业、
船海服务业四大领域，构建产业结构合理、质量效益领先、军工核心突出、国际竞
争力强的世界一流船舶集团。

截至目前，中国船舶集团设立不满三年。财务数据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中国船舶集团总资产53.12亿元，总负债2.14亿元，净资产50.98亿元，资产负债率
仅为4.04%，2020年，公司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4.8亿元。

此外，中国船舶集团对外投资一家公司，为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100%。天眼查显示，目前，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参股两家公司，分别是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比例
分别为20.62%,16.68%。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船舶集团通过持有中船重工集团100%的股
权和中船工业集团100%，从而拥有久之洋、中船应急、中船汉光、中国船舶、中
国工业、中国动力、中船科技、中船防务以及中国海防等9家上市公司控股权。

资产运作有望加速

                                    1 / 3



智行理财网
北船股票(北船股票代码)

回溯来看，2019年年7月1日晚间，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旗下多家上市公
司发布公告，于当年7月1日接到控股股东通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略性重组，有关方案尚未确定，方案亦需获得相
关主管部门批准。

当年10月25日，国资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经报国务院批准，中船工业集团与中
船重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南北船”合并得到“官宣”，央
企专业化改革也进一步深化。

11月26日，南北船合并重组后形成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并举行揭牌仪式，宣告“南北船”合并重组落定，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集团。

中国船舶集团官网显示，中国船舶集团是联合重组成立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有科研院所、企业单位和上市公司113家，资产总额8400亿元，员工34.7万人，
拥有我国最大的造修船基地和最完整的船舶及配套产品研发能力，能够设计建造符
合全球船级社规范、满足国际通用技术标准和安全公约要求的船舶海工装备，是全
球最大的造船集团。

在南北船宣告重组落定后，不少券商发布研报认为，未来两船合并后的资产运作也
有望加速。国海证券研报显示，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当前中船重工和中国船舶工业
旗下各拥有5个和3个上市平台，业务类型和上市平台定位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叠，在
同业竞争的限制下，两船合并后将在上市平台之间进行重新定位和整合。

银河证券曾表示，两船旗下公司业务有多处相似之处，包括上市公司的业务也有重
叠，未来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能否进行同业整合值得期待。此外，合并后
集团拥有多家研究所，资产质地优良，随着事业单位改制不断推进，资产整合思路
有望逐步清晰，集团资产运作进程有望加速，随着集团资产证券化率的逐步提升，
旗下上市公司将从中收益。

南北船合并意义重大

2019年下半年，中船重工（南船）与中船集团（北船）重组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
注意。

当时在李锦看来，南北船合并意义重大。南北船资产、业务部分重叠且各有侧重，
南船侧重船舶制造，北船侧重船舶设计与配套，若重组成功，将进一步强化主营业
务的顶层协调，分板块推进两集团内部业务整合，有效减少同业竞争，军船业务将
更好协同、民船业务有望形成合力，突破高技术船型，高附加值船型成为发展重点
，共拓海外市场，也有利于军民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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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锦也认为，南北船合并后，或会对国内其他船厂，如招商局和中远海运集
团两家央企旗下的多家造船厂，以及民营船厂形成一定的冲击。“重组后，不能简
单结束各个下属船厂之间的竞争关系，合理的要保持，也包括允许地方船企和民营
船企能够与其充分竞争。”

另一方面，这次重组，与船舶行业世界背景有关系。近年来，船舶工业有几大显著
变化。“一是全世界范围内，造船企业的兼并重组成为趋势；二是近10年中国军船
市场大发展，弥补了民船市场的缺口，二者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三是船舶向大型化
、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四是全球船舶建造速度突飞猛进，船舶建造周期大为缩减
。以前建造一条船2-3年，现在不到一年船舶就可以下水。建造技术提升对船厂集
约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五是全球船舶工业产能严重过剩，造船行业低迷。若再无
新接订单，很多造船企业或将面临生存危机。”李锦曾表示。

另一方面，李锦认为，重组后的首要任务是明确目标与整合任务。“下一步，怎么
整合是最为重要的。两船的军舰业务仍然延续拆分之前的分工，属于深度合作关系
；民品领域，仍有较大的整合空间，需减少无效竞争以形成合力、提升海外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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