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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千帆待竞时陡然“触礁”

芜湖东汇码头停着多条轮船芜湖东汇码头停着多条轮船，，航运公司的经理们说航运公司的经理们说，，这些船一开动就赔本这些船一开动就赔本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使芜湖石硊江海轮船公司陷入困境的就

是2012年购进33000吨级散货货轮，引发资金断链。

当年，芜湖石硊江海轮船公司购进了多艘万吨级海轮，而最

重要的一个举动就是购入这艘33000吨级的货轮。

当地媒体的报道称，2012年6月28日，皖江首艘3.3万吨级

散货货轮成功首航，使芜湖成为省内首个拥有超3万吨级散货货

轮的城市，“标志着芜湖航运业在构筑皖江物流和现代服务业高地

的进程中占得先机。”

而此时的芜湖石硊江海轮船公司已经被架到了“皖江航运业的

领航者”，“承担了引领皖江航运业加速崛起的重要责任”的高度。

2012年的航运市场，已是萧条一片，按照芜湖行运航运公司

总经理王燕的说法，2008年之前，每天坐着不动，客户排队上门

要求运货，现在只能天天坐在公司吹空调。

3.3万吨级货轮，价值1.3亿，向银行贷款后，每年需还贷1000

万，难以理解韩国用为何要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购进大型货轮。

而就在2012年6月3.3万吨级货轮首航时，石硊公司仍在对

外宣称，已开始规划建设5万吨级江海直达货轮。

明显的是，韩国用拥有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在石硊公司外悬挂

的多幅宣传图片上，一张大红色的经营业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红色的箭

头一路上扬，预计在2015年至2020年，营业收入能够达到5~10亿元。

“几天前，芜湖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到石硊公司，就拖欠百名

船员工资一事进行对话。”司先生对记者说。

朱祚财同样意识到企业发展过快的问题，“每年都造一条船，

最后一条船是3.3万吨的，一个多亿，投资数额有些过大；另一方

面就是近几年市场不是太好，特别是后期，3.3万吨的船出来以

后，基本上都是亏本运营。”

“是一个发展机遇问题，如果没有市场的低迷，也不会存

在这些情况。石硊公司是我们一手创立起来的，现在到了这

一步，我们都很心痛。”朱祚财说。

谁捅了船王的窟窿？

从2003年底，到金融危机爆发之

前的2008年，四年间，航运经历了几十

年未曾出现过的“超级繁荣”时期。但

最近几年，航运业一直处于低谷。

芜湖友谊航运公司总经理夏家俊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购进一艘

6000吨的船，价格至少在650万，银行

利息按照一分计算，一个月就要7万块

钱，如果能接到海螺水泥大单位的单

子，现在也只能给到 1.5 元一吨，“而

2008年以前，价格在3块钱一吨。”

按配置7名船员，一个月工资至少

3万块钱，再加上轮船保险费等其他费

用，每个月总体运营成本要12万左右。

“平均每个月三趟，每趟至少要收入

三到四万块钱，才能够保本。但基本不

可能，现在能跑两趟就不错了。油价又

要涨，银行利息也可能涨，航运现在已经

到了不能再低迷的状态了。”夏家俊说。

“运价降低，运量过剩，恶性竞争，

货源萎缩。”芜湖江岸港航管理处王秀

明处长总结说。

“2003年以后，卖大米、茶叶、水产

的，都把资金结了以后搞航运，油价便

宜，如今整个油价翻了三倍，但市场价

格反而在下跌。”芜湖海腾航运公司老

总胡明回忆起当年的顺势，不禁感慨。

困境：成本越来越高,运费却在下跌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企业

主都认为贷款难也是导致企业陷入困

境的原因。记者还了解到，芜湖有一家

航运公司购进一条6000吨的船，当时

购买价格570万，银行贷款270万，三

年还清。银行说不出五天把贷款发放，

可是一年半了，贷款还没有发放。

银行放贷不仅难，而且有时还要搭

配三年的保险、理财产品、金币。

如果是民间借贷，则利息更高。“2000

万民间借贷，算两分利息，企业利润最高达

到12%~15%，融资成本达到20%，就会把

利润全部吞掉，最后不断内耗，以前挣的

钱最终全部陷入利息的黑洞。”

胡明甚至认为，芜湖石硊公司的危

局是缘于此。“更为残酷的是，很多时候

银行会突然收回贷款，把企业的资金链

断掉了。”胡明说。

雪上加霜：银行借贷难题

针对芜湖航运公司的种种问题，安

徽省航运商会曾报送《关于扭转我省水

运企业当前危困局面的几点建议》。商

会认为，水运企业摆脱当前困境，政府

应提速帮扶政策。

其中包括：制定帮扶政策，建议省

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我省水运产业进

行一次深入调研，对水运企业的各项收

费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制定帮扶政

策，帮助企业摆脱当前困境。

帮助企业增收节支。争取国家对

水路运输燃料给予适当补贴；国家在安

徽推行船舶油改气试点。规范水运产

业行业定价，适当控制恶性竞争；加大

对水运运力的调控。制定政策鼓励符

合船舶结构调整项目，限制运力过剩项

目，制定对带有安全隐患的老、旧、破及

超龄船舶的退役标准。

引导行业抱团取暖。发挥行业商

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引

导行业内企业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航运企业的发展，60%是靠国家

对企业的扶持力，自身的发展速度是

40%。民营水运企业，6000吨船价值就

在600万，个人投资太大，维持实在很难。

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芜湖市整个航

运公司的40%已经倒掉了；2013年如果

走得不好，还有可能增加20%~30%。”

芜湖市行运航运公司总经理王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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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航运商会：国家政策帮扶仍需提速

隐患：
皖江航运业领航者背后的疯狂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