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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动态

7 月 ，原 本 应 该 进 入 旺 季 的 国 际 航 运 市

场，却 一 度 呈 现 出 下 滑 的 态 势 。 其 实，从 近 来

波 罗 的 海 干 散 货 指 数（以 下 简 称 BDI 指 数）仍

在 持 续 下 跌 的 情 况 来 看 ，无 论 是 国 内 外 的 大

型 航 运 巨 头，还 是 内 河 航 运 的 民 营 船 公 司，都

在 面 临 亏 损 ，航 运 市 场 的 低 迷 状 态 似 乎 回 到

了 2009 年 金 融 危 机 时 期 。 出 现 这 种 现 象 ，许

多 专 家 都 把“ 罪 责”归 结 到 船 公 司 疯 狂 的 运 力

扩张上。

运力过剩加剧航运市场低迷

当前，运力过剩成为航运市场低迷的重要

因素。记者了解到，运力过剩有两种不同的范

畴，一是整个航运市场的运力过剩，二是某些班

轮公司的运力过剩。当第一种情况出现时，一

些航运研究咨询机构即会出来呼吁，劝告船公

司不要再订造新船。这些机构是出于好意，但

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下，各家班轮公司考虑

的是自身利益，各有各的打算，所以对外界的呼

吁 无 心 听 取 。 大 连 海 事 大 学 教 授 刘 斌 告 诉 记

者，当前，国际航运市场的运力就处在整体过剩

的状态。

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 年国际航运市场对

运力的需求增幅仅为 5%至 6%，而国际干散货运

力预计将增长 14%。此前，航运巨头马士基发

布的中期管理报告显示，马士基 2011 年第一季

度运价虽然保持了增长，但是由于运价整体下

跌的压力巨大，从而导致今年的业绩将无法超

过去年。

运价的下跌不仅体现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国

内市场也同样遭受到重创。记者从中国港口方

面了解到，自去年 10 月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涨

幅超过 15%，船用燃料油每吨 5100 元，达到了历

史最高水平。受运力过剩、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

响，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运价下降，航运企业，特

别是中小航运企业经营困难。

航运巨头竞相造集装箱船

然而，面对当前运力过剩的国际航运市场，

国际航运巨头们却“顶风”造船，以增强其运力，

这让外界有些匪夷所思。据了解，目前，很多班

轮公司见到市场不景气，运价下滑，船多箱少，

也公开呼吁减缓订造新船，但不久自己又会筹

备订造新船。业内人士表示，班轮公司的这种

做法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班轮公司的呼吁

是针对当前整个市场运力过剩的，但它也会根

据本企业的需求而扩展运力。

据 了 解，今 年 以 来，马 士 基 不 断 抛 出 超 大

型集装箱船的订单。早前，长荣海运也订购了

百艘集装箱船。目前在亚洲地区，集装箱船运

需 求 约 为 2700 万 TEU（标 箱），而 实 际 上 运 力

供给却达到了 3400 万 TEU。而在亚欧航线上，

今 年 上 半 年 将 有 49 艘 1.3 万 TEU 以 上 大 船 交

付 运 营，总 计 达 66 万 TEU 的 运 力 将 投 入 亚 欧

航线。

国内某大型远洋运输企业市场部人士表示，

接下来，亚欧航线运力过剩的局面将进一步扩

大，运力过剩这个航运业的老大难问题在今年会

达到顶峰。即使货量复苏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

平，运价压力也很难缓解。

据法国某海运咨询机构报道，自 2008 年以

来，已经交付的载箱量超过 1 万 TEU 的超大型集

装箱船（ULCS）已经达到 98 艘，而且今后 4 年还

将交付 147 艘。

对此，刘斌认为，2011 年是造船的高峰期，

尽管目前航运市场处在运力过剩的时期，但各

大航运巨头都有着自己的打算，譬如马士基就

有 他 自 己 的“ 算 盘 ”。 马 士 基 认 为 ，航 运 业 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时将会复苏，因此，现在造船

是为今后的复苏做准备。在造船的高峰期，中

国航运公司的表现较为谨慎，毕竟造船所要投

入的资金是非常大的。但如果要求班轮公司考

虑全行业的整体利益，而放弃订造新船，这似乎

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干散货市场旺季偏淡

以往的第三季度，干散货市场逐渐从淡季转

向旺季，然而，今年干散货市场的旺季却在运力

过剩的情形下明显偏淡了。

面对这种现象，业内人士认为，运力的过剩

并 不 是 一 个 新 问 题 ，而 是 在 2008 年 就 已 经 出

现。“尽管现在的货量在增长，但运费却在跌，再

加上油价越来越高，从而导致了收支很难平衡。”

刘斌说，“船只供应数量巨大正在打压市场，运价

承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但 BDI 指数也并不会因

为运力的增加而上升。”

刘斌表示，在日本的海啸导致其核能出现问

题后，各国对于煤炭的需求也明显增多，但尽管

如此，却仍然无法抵消运力过剩给干散货市场带

来的冲击。

运力过剩威胁航运市场

沪浙两地港口间的交锋有愈演愈烈之势。

去年年末的时候，上海港与宁波—舟

山港曾就“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宝座进行了

一番较量。

上海港称，2010 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906.9 万 TEU，超 越 新 加 坡 跃 居 世 界 第

一。而宁波—舟山港则称吞吐量达到了

6.3 亿吨，已是全球大港之最。

“ 二 者 都 自 称 世 界 第 一，其 实 并 无 冲

突，上海港指的是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

宁波—舟山港则是散货吞吐量第一。”一位

券商港口分析师告诉记者。

不过就在近期，沪浙两地纷纷传出港口

扩建的新动向，两大港口的较量让未来充满

新的变数。上海拟在金山新建深水港区，以

弥补散货方面的短板；而伴随浙江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和舟山新区的批复，舟山港正准

备独自进行 IPO（首次公开募股），让宁波—

舟山港一体化进程打上了新的问号。

金山港将补散货短板

“金山区确实会在杭州湾北岸新建一

个深水港口，目前项目已经定下，相应的建

设规划正在拟定中。”近日，上海金山区人

民政府新闻办的一位官员如此表示。

记者了解到，筹建中的金山港将定位

于石油化工以及散杂货运输为主，而此前

上海引以为傲的两大港口外高桥港和洋山

港均是以集装箱运输见长。虽然目前上海

港拥有的散货运输码头有罗泾、张华浜和

绿华山，但这对上海港散货吞吐量的发展

并未产生太多的积极意义。

记者从交通部综合规划司了解到，今

年 1 月至 5 月，上海港散货吞吐量为 2.52 亿

吨，同比增长 8.6%，而宁波—舟山港散货吞

吐量 2.91 亿吨，同比增长 10.7%。

“上海港的散货运输相比宁波—舟山港

一直都处于弱势，但二者相差的份额也并非

十分巨大，如果能新添一个大型散货港区，

对上海港散货吞吐量发展将非常有力，但是

否会因此就超越宁波—舟山港，现在还很难

判断。”上海航运交易所一位资深人士表示。

港 口 的 发 展 都 要 依 托 周 边 的 经 济 腹

地，从金山港的腹地条件来看，企业集中在

杭州湾北岸，它是上海主要的石油化工区，

包括金山石化（即上海石化）这类央企。“随

着杭州湾沿岸化工区版图的不断扩大，当

地的原料和成品进出就给了金山港重要的

发展契机。”上述人士表示。

宁波—舟山港一体化进程存疑

相比上海港突出搞建设，宁波—舟山

港的合作前景却受到质疑。“舟山港现在已

进入上市辅导期，我们请了中投证券帮我

们做上市辅导，预计最快两年内在国内 A

股公开发行上市。”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室一位负责人表示。

但此举让宁波港与舟山港的一体化进

程打上了新的问号。相关资料显示，为协

调两大港口的发展与合作，避免同省操戈，

浙江省于 2006 年初开始推行宁波—舟山港

一体化。宁波港集团战略顾问卢军曾表

示，舟山港缺资金，港口资源基本没开发，

而宁波港有资金，还有深厚的港口开发技

术，可以帮助舟山港开发。

但一体化的实际进展并未深入，去年

宁波港上市资产中，除了与舟山港合建的

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外，并未包含任何

与舟山港相关的企业。

“诸如矿石、煤炭和石油等主要大宗商

品货种吞吐量的 88%都是经由宁波港运转，

区域优势更为明显的舟山港却没能从中分

得一杯羹。只有当宁波港运转超负荷时，

才会把一部分货量分给舟山港中转。”舟山

港内部人士表示。

“可以预见的是，舟山港在上市获得充

沛资金后，将会释放出更大的吞吐量产能，

宁波—舟山港在数据上超越上海港完全有

可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舟山港羽翼丰

满后，与宁波港会不会展开激烈竞争？一体

化将何去何从？”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教授分析。

上海航交所资深人士也表示：“除了合

并后吞吐量计算上的简单叠加，宁波港与

舟山港的合作很有限，二者的融合从业务

层面看，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行政从属问

题在作怪，港口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

用太强了，仅从地缘角度来看，二者应该归

并为一处，区域融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

这也将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行政区划调整。”

沪浙港口现新动向 争霸充满变数
■ 张汉澍 应辽产

据 悉 ，2011 年 上 半 年 ，连 云 港

港 共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 8202.6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2.5% ，其 中 完 成 外

贸 吞 吐 量 4303.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2.4%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33 万

标 箱 ，同 比 增 加 22.1% ，实 现 了 全

年 吞 吐 量 1.6 亿 吨“ 时 间 过 半 、任

务 过 半 ”的 目 标 。

连云港港上半年货物吞吐量大增

日 前 ，国 内 沿 海 动 力 煤 市 场 煤

炭 需 求 持 续 走 低 ，煤 炭 海 上 运 费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航 运 近 期 持 续 低 迷 。

部 分 航 线 运 价 已 经 达 到 今 年 3 月 以

来 的 最 低 点 。 海 运 煤 炭 网 分 析 师

称 ，出 现 这 一 现 象 的 原 因 在 于 煤 炭

运 输 需 求 持 续 疲 软 ，环 渤 海 地 区 动

力煤供求的活跃程度仍然处于低迷

状态。主要煤炭发运港口库存由上

升趋势转为下跌。

环渤海煤炭航运持续低迷
部分航线运价达今年最低点

日前，吉林省副省长陈伟根与日

本新 县副知事森邦雄在长春签署

了 关 于 开 设 陆 海 联 运 航 线 的 协 议

书。该航线预计在 8 月初开通，将极

大推动日本海周边地区物流等领域

的往来。据了解，该航线从吉林省的

珲春市出发，经俄罗斯扎鲁比诺港到

达日本新 。

专家分析，这条航线的开通，将会

促进环日本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形

成，符合航线内各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是东北亚各国在地区合作中新的突破。

中俄日陆海联运下月开通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集装箱港口预测研究小组 2011 年 7

月份发布的《2011 年全球 Top20 集装

箱港口预测报告》中预测：安特卫普

港 2011 年集装箱吞吐量将达到 890

万 至 905 万 TEU（标 箱），同 比 增 长

5.0%至 6.7%，超过德国汉堡港，位居

欧洲第二位，世界第十四位。

尽管 2011 年世界经济在复苏，但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

然存在。特别是在欧洲债务危机持

续爆发，利比亚等国家动乱不断，飓

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给 2011 年

的欧洲经济，尤其是集装箱运输市场

带来的冲击更明显。但安特卫普港

因为自身优势和科学的经营模式，并

没有受太大影响，仍然保持着快速稳

定的增长。

安特卫普港是欧洲最大的化工集

群。2010 年有 4100 万吨化工产品运输

量，1474 个储罐，总仓储能力为 360 万

立方米，并且拥有世界最大数量的不锈

钢筒仓（164147 立方米的仓储能力）。

港内有11家独立的罐式仓储公司。

目前，安特卫普港在汉堡-勒阿佛

尔区间的市场份额从 2009 年的 22%上

升到 22.7%，这是欧洲最高的增长率。

增值物流服务使安特卫普成为欧洲最

有吸引力的分拨港，有 700 多家分拨中

心设在安特卫普港附近。安特卫普港

已经被公认为是欧洲一个领先的物流

分拨平台。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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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2011年安特卫普港集装箱
吞吐量将达890万至905万标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