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10 年集运市场出乎意料的强劲

复苏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有望继续走好。

而概览国内外经济态势，航运业进入新一

轮景气周期已逐渐清晰。各航运巨头也瞄

准了这个势态，各显神通，发挥个中优势，

借此在此次周期内扩充力量，抢占先机。

中国远洋：继续推行低成本

据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远洋）2010 年报数据显示，中国

远洋的集装箱航运及相关业务收入达到

187.44 亿元，可以说 2010 年集装箱市场的

火爆让中国远洋赚得盆满钵满。去年以

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复苏，中国进出

口商品总额同比大幅增长。同时，由于集

装箱运输全行业倡导“加船减速”，航程的

时间周期加长，造成了空箱紧缺，间接抬高

了中国远洋旺季集装箱的运价水平。

面对 2011 年集装箱运输的前景，分析

人士预计，2011 年集装箱航运市场的有利

因素仍较多。如果需求增幅大于运力供

应，加之加船减速、加强联营合作等措施的

实施，集运业务前景仍然向好，这对于中国

远洋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信号。而权威海

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的前景预测也增加了

其 信 心：2011 年 全 球 集 装 箱 运 量 将 实 现

10.4%的增幅，达到 1.53 亿 TEU（标准集装

箱），而运力预计将增加 6.4%，加上广泛实

施的“加船减速”等措施，供求关系有望进

一步改善。

除了集装箱运输被看好，中国远洋推

行的低成本战略也使该公司受益匪浅。据

了解，中国远洋能够很好地利用航运业的

周期，在航运业处于低潮的时期，公司签订

造船合同和租船合同，以较低的价格取得

船舶使用权。等到整个行业复苏时，该公

司已经拥有足够的运力投放市场，争取更

多的市场份额。这种策略使得该公司不仅

拥有较低的造船成本，而且能够更好地把

握市场机会。

中海集运：灵活经营 提升空间大

与中国远洋不同，中海集运目前正致

力于构建海铁联运精品物流链，通过与铁

路、公路等相关陆上运营部门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实现为客户提供完善的综合物流

服务。同时，中海集运通过一系列收购活

动延伸集运业产业链，更采取合作方式来

对抗危机，这样一来，中海集运可以确保

船舶运营的高效率，及时根据航线运营情

况 进 行 运 力 配 置 。 目 前，中 海 集 运 与 中

远、达飞轮船等世界集运船东通过共同投

船、互换舱位等合作方式对抗危机，取得

了一定效果。

在成本控制上，中海集运也是业内佼

佼者。该公司通过超低航速、锁定油价等

方式有效控制了燃油成本，同时优化了航

线配置，与港口加大谈判力度也降低了航

程成本和港口费用等。此外，中海集运也

选择了低点造船，这使得运力规模进一步

扩大，资本支出压力减轻，该决策不仅扩大

了船队规模，而且还有效降低了利息和折

旧成本，加大了未来盈利空间。

中海集运多点并出，逐步加强市场开

发。目前，新兴市场成为集运需求的最新

增长极，中海集运也正在加大对南美、非

洲、东欧、中东等地区的运力投放，预计未

来这些市场的运力和航线密度都会增加，

成为其增长的主要源泉。全方位出手，使

得中海集运 2010 年交出的“答卷”令人满

意。而这也让多家券商分析师认为，中海

集运 2011 年的业绩值得期待。

中远航运：掘金高端装备

除了普通的海洋运输，这个行业里也

从来不缺乏高端运输的研发和投入。中国

高铁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特种航运的兴旺，

而中远航运将于今明两年陆续交付的多数

多用途船，就是专门为中国出口的高铁和

机车项目量身订造的船型。

作 为 国 内 特 种 船 运 的 龙 头 企 业 ，中

远 航 运 正 利 用 全 球 海 运 业 的 低 谷 期，进

行 大 力 投 资 更 新 船 队 的 反 周 期 扩 张 。

2009 年 ，中 远 航 运 下 单 开 工 了 14 艘 新

船 ；2010 年 ，中 远 航 运 又 下 单 新 造 18 艘

新船，这占了 2010 年全球特种船新船订

单 量 的 一 半 以 上 。 中 远 航 运 有 关 人 士

称，反 周 期 扩 张 是 中 远 航 运 一 贯 以 来 的

经 营 思 路，由 于 公 司 本 身 从 事 的 特 种 运

输 领 域 与 海 运 周 期 的 相 关 性 不 强，该 公

司 正 利 用 行 业 低 谷 ，造 船 成 本 下 降 30%

的 机 会，为 中 国 制 造 业 下 一 轮 产 业 升 级

后带来的航运新需求做准备。

根 据 公 开 资 料 ，在 中 远 航 运 这 一 轮

的 逆 市 造 船 中，主 要 的 船 型 也 是 针 对 未

来 中 国 的 海 洋 工 程、高 铁 这 两 大 海 外 工

程 领 域 。 据 了 解，中 远 航 运 这 一 批 下 单

新 造 的 新 船 ，就 包 括 5 万 吨 半 潜 船 与 多

用途船船型。

此外，中远航运将于今明两年陆续交

付的 18 艘多用途船中的 10 艘，也是专门为

中国出口的高铁和机车项目量身订造的。

据了解，2003 年以来，中国已经与多个国

家签署了大约 30 个铁路双边合作的协议

或备忘录。对于高铁海外建设项目的剧

增，中远航运在新造 4 艘“松字号”系列多

用途船的基础上，又下单继续订造 10 艘

“松字号”系列船舶。预计这批新船交付使

用后，中远航运将形成中国高铁机车出口

运输的远洋舰队。

航运巨头各显神通 驶入“美好时代”
■ 本报记者 静 安

Logistics海运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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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莫 勒 ─ 马 士 基 航 运 集 团 近 日 在

哥 本 哈 根 发 表 声 明 称，该 公 司 在 埃 及 塞

得 港 的 集 装 箱 码 头 运 作 已 经 显 著 地 恢

复 。 另 外，外 电 引 述 苏 伊 士 运 河 管 理 局

交 通 管 理 主 管 的 话 称，苏 伊 士 运 河 已 恢

复正常运作。

马士基早前与迪拜港口世界（DPW）

都曾确认，旗下埃及港口的运作曾全面停

顿。但前者近日在声明中指出，塞得港已

恢复夜间运作，虽然未完全恢复产能，但情

况已在稳定改善中。而埃及达米埃塔港和

阿历山大港运作仍在恢复，目前正集中处

理泊位挤迫和货物压港情况。

埃及部分码头恢复运作

港口经济

重庆加快推进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

设，积极探索“港口、物流和产业”三结合的

现代化发展模式，“十二五”期间将沿长江

干线规划建设涪陵龙头山等九大枢纽型港

口项目。

世界港口发展历程表明，港口、物流、

沿江产业相互结合统筹发展，已经成为内

河港口的发展趋势。为此，重庆市在“十二

五”期间将沿长江干线规划建设主城寸滩、

果园、东港、黄谦、涪陵龙头山、万州新田、

永川朱沱、忠县新生和江津仁沱等九大枢

纽型港口项目。

九大枢纽型港口全部建成后，年货物

总通过能力将达 1.6 亿吨，占全市的 75％

以上，将推动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港

口物流枢纽，实现由传统型港口向服务型

港口转变。

重庆“十二五”规划
建九大枢纽型港口

日前，日照港传出喜讯，港口货物吞吐

量刷新月度生产最高纪录，实现 2011 年首

月开门红。

随着“光明峰号”大豆轮在日照港西港

区 5 号泊位的顺利接卸，日照港 1 月份的货

物 吞 吐 量 达 到 216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9.3% ，再创日照港月度生产新纪录。

今年以来，日照港发挥湾阔水深、不淤

不冻的优势，强化调度指挥，优化车、船、货

衔接，推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全面提

高装卸效率，吸引国内外船舶密集进港，顺

利实现首月开门红。同时，这一纪录也标

志着日照港货物吞吐量在突破两亿吨大关

之后，港口生产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日照港实现首月开门红

墨西哥政府近日宣布，计划开始建设

被长期推迟建造的大型港口——蓬塔-克

罗内特集装箱港。据墨西哥政府介绍，建

设该大型集装箱港口将有助于拉动墨西哥

的经济增长。

蓬塔—克罗内特集装箱港口将利用亚

太地区各国之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优势，将美国市场同

亚洲各国的出口商连接起来，有助于墨西

哥与美国长滩港和巴拿马港竞争。墨西哥

政府将为建设该集装箱港投资大约 20 亿

美元，该集装箱港有望从今年开工建设。

（本报综合报道）

墨西哥宣布将建设
大型集装箱港口

近日，摩根士丹利（大摩）表示，预计

2011 年中国造船行业的动能将会减弱。

大摩称，由于 2010 年比较基数较高，

预计 2011 年中国造船行业的动能将会放

缓。去年的高比较基数缘于强劲的新定单

增长、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在钢铁价格较

低带动下的利润率回升。大摩预计，中国

2011 年造船新定单将出现下降，原因是造

船企业大规模涉及干散轮和油轮业务。但

同时，大摩认为，得益于高价储备定单和进

一步的效率提高，产量上升的造船企业将

在 2011 年维持不错的利润率，并有望实现

收益正增长。

大摩：
中国造船业动能将减弱

2010 年 4 月，江苏太仓港至台湾基隆

港、台中港近洋航线首航。而至今，太仓港

至台湾航线密度已达每周两班。自首航以

来，江苏省台湾周系列活动隆重举行，太仓

港与高雄港也签约缔结合作港，这一切都

标志着太仓港与台湾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

步加强，同时，在苏台经贸合作中，太仓港

进一步显示了核心港的作用。

2008 年 12 月，太仓港成为大陆与台湾

“大三通”的首发港口。两岸海上直接通航

之后，航线截弯取直，船舶往来两岸时不必

再绕行第三地。这样一来，两岸港航企业

节省了航行时间、燃料成本及第三地港口

签证费用，既有利于两岸经济贸易的发展，

又为港航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而太仓港独占优势，在优惠政策、通关

环境、物流成本、货源保障等方面发展对台

物流得天独厚。据太仓海关估算，仅去年

一年，从事对台贸易的航运企业可节约物

流成本 2500 多万元，两岸直航进出口货值

超 30 亿美元。

打造“对台物流桥头堡”

据了解，太仓港的定位是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集装箱干线港和江苏第一外贸大

港。去年，太仓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20 万

标箱、货物吞吐量 8000万吨，并且拥有韩国、

日本、东南亚、新加坡、美国和中国台湾、香

港地区等近洋和远洋外贸干线。太仓港成

了名副其实的近洋干线港、内贸枢纽港、江

海中转港，并呈现远洋干线港雏形。其中，

两岸直航为太仓港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筹码。

在今年太仓市“两会”上，太仓市委、市政

府明确要求太仓港阔步迈进大港时代，要加

大港口建设力度，完善港口支撑体系，优化港

口发展环境，把太仓港建设成为对“台物流桥

头堡”、上海航运中心北翼集装箱干线港、江

海联运中转枢纽港、江苏第一外贸大港，跻身

于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大港行列。

高目标的落实需要借力于太仓港的腹

地优势。太仓港地处长三角城市经济圈战

略位置，其经济辐射圈所覆盖的苏州、昆山

等地拥有大量的台资企业，具有发展对台

物流的独特优势。据统计，2010 年全年，

太仓港两岸直航进出口货物达 34.7 万吨，

货值 31.88 亿美元，进出口集装箱达 40519

个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87.67%、174.30%和

66.72%。

多方助推对台贸易

为了加强对台贸易，太仓港加紧推动

当地货代开展业务，以加密太仓港至台湾

航线，加强与台湾高雄等港口的合作，从而

进一步促进苏台贸易和两岸港口发展，吸

引台湾农产品来太仓集散，全面提升太仓

港功能。

为方便台湾航线货物进出口，太仓海

关、太仓检验检疫局已进一步完善了“港口

业务 365×24 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双休日

工作常态化，增派工作人员加强对台湾航

线的服务。太仓海事局也已将台湾航线航

班纳入水上绿色通道，加以重点保护。同

时，太仓边检站推出了新举措，为直航做好

服务工作。 （钟 集）

太仓港直航台湾 2010年成绩斐然

记者近日从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港航局获悉，截至 2010 年，福建省

沿海港口生产性泊位 439 个，其中

万吨级以上泊位 122 个；泊位吞吐

能力 3.2 亿吨，其中集装箱 1282 万标

箱。辐射范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沿海港口航班已通往 60 个国家或

地区的 140 多个港口，开辟集装箱

航线达 315 条，单月航班突破 2000

班；江西等周边省份从福建港口进

出的货物量快速增长，自 2007 年开

始统计以来，由当年的 218 万吨增

长到 2010 年 的 824 万 吨，3 年 间 增

长 272%，年均增长 54.9%。福建港

口 服 务 周 边 地 区 发 展 新 的 对 外 开

放综合通道作用初显，形成南部厦

门港、中部湄洲湾港、北部福州港

全 方 位 为 江 西 等 内 陆 省 份 服 务 的

港口运输格局。 （吴宏雄）

福建港口建设实现突破

成为周边省份对外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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