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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 淼

近来，受 BDI 指数（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上涨

及业界对航运形势提振信心增强的影响，行业回暖迹象

初现的声音不断传出。

但实际上，行业复苏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中国航运

企业来说。

抄底造船增大航运业压力

今年以来，不少实力雄厚的船企和嗅觉敏锐的投资

者都开始加大抄底力度。挪威船王、意大利船东、中海

集团、地中海航运、中集集团和南美轮船等企业都在批

量订造大型船只。截至 8 月，今年全球新船订单量为

1119 艘，同比增长 101%。而中国造船企业更是这一波

抄底潮的“受益者”。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的统计，上半

年，全国承接新船订单同比增长达到 113.2%，其中承接

出口船订单同比增长更是达到 163.3%。

但与造船行业的订单不断相对应的是，国际航运市场

的“波澜起伏”以及中国航运企业的生存困境不断加剧。

BDI 指数一直被喻为航运市场“晴雨表”。2012 年，

BDI 指数平均值为 920 点，创近 25 年以来最低水平。但

2013 年以来，BDI 指数出现强势反弹，由 7 月份的 1000

点左右大幅升至至 9 月底的 2003 点。

但这并没有让航运业界过于“兴奋”。因为，由于航

运市场新增运力持续投入，运力供需失衡已经严重拖累

航运业的复苏。对于这一波颇为壮阔的上涨，业内更多

的看法仍是保持谨慎：鉴于运力过剩以及铁矿石需求的

“成色”难辨，能否持续难以预料。

国际航运巨擘马士基此前曾对航运业复苏抱有极

大期望，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施索仁（Soren Skou）日前

表示，在两年前，公司以 37 亿美元的价格下单订造 20 艘

3E 级集装箱船时，对集运市场未来发展判断失误。他

表示，很显然，现在集运市场的情况与 2011 年马士基航

运及其他业界人士的预期并不相同。

中国航运企业“自救”

在当前的航运周期底部时期，很多中国航运企业也

都处于业绩亏损、生存困难的境地，使行业的各个产业

链也深受其害。

近年来，韩国、英国、美国的多家在国际航运市场上颇

有影响的航运公司均因不堪亏损而破产倒闭。而在国内

企业中，2008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远洋净亏损一度逾百亿

元，已多次出售资产“自救”；中海发展尽管一直实现盈利，

其净利润也从53.8亿元锐减至1.4亿元，下降近97%。

“航运业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在周期底部，航企

不到砸锅卖铁的境地，行业景气难以回升。在这过程

中，中小航企自然难逃厄运，而规模化、实力强劲的航企

或会因为前期的‘疯狂行为’而陷入极其被动、严重亏损

的境地。出售资产、削减运力几乎是必然的现象，航企

甚至还会将这种困难传导至上游造船业以及资金提供

者金融业。”中投顾问流通行业研究员申正远对《中国贸

易报》记者表示。

如今来看，导致中国航运业严重衰退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而

就单个企业而言，风险控制能力不强、决策管理能力有

待提高等不足也足以“致命”。

不过，最近几年，航运业面对的都是运力过剩的沉

重压力，中国航运企业也一直在奋力自救。自 2008 年

以来，造船业就是中国政府重点整顿的五大产能过剩行

业之一。面对危机，中国海运企业采取了变卖资产、调

整运力、调整航线等“自救”方式。

申正远表示，对于航运业来说，“过冬”即是采取一

切措施降本增效，变卖资产、调整运力、航线是有效的方

式。航运业进入冬季，运力过剩、需求不足、运价低迷的

市场状态难以改变，航企陷入了业绩下滑甚至亏损的困

境之中。在这之中，匹配运力、减少高价租赁的船舶是

航企减亏“过冬”的必然选择。

押宝欧美 复苏有望

从目前的情况看，市场对航运业仍将持续低迷的疑

虑还没有消退。但是，除了奋力“自救”，不少航运企业

已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了欧美经济的复苏上。

“全球航运业与全球经济与贸易紧密相关。航运终

端需求的提升需要经济复苏、贸易回暖为前提。”申正远

说，各种数据表明，美国正在逐渐复苏，而欧洲也开始走

出债务危机的阴霾，全球经济复苏意味着航运业也会逐

渐走出周期底部。

不过，仍需注意，航运业的复苏确实依赖全球经济

的企暖回升，但当前行业内运力严重过剩的现象仍然存

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申正远预计，各航企也开始展开

大船化竞争，短期内必然加大运力供给，减缓行业企暖

回升的步伐。

全球市场微露曙光
中国航运企业的“迷航”与“自救”

民航业着手制定碳排放机制 欧盟航空碳税被否

近日，巴巴多斯旅游和国际运输部

部长理查德·西利表示，巴巴多斯应向利

比里亚、巴哈马和巴拿马等国家学习，加

大对船舶注册局的推介力度，吸引包括

游艇在内的各种船舶在巴注册，以增加

外汇收入来源。

西利指出，巴巴多斯是久负盛名的船

舶注册地。早在 100 多年前，巴巴多斯就

按照英国《商船法》开始了船舶注册业

务。1969 年，巴巴多斯加入国际海事组织

（IMO）。1993年，为使外国船主和巴国民

可拥有和驾驶在巴注册的船只，巴巴多斯

政府决定制订新的航运法。1994 年，《巴

巴多斯海事船舶注册法》（BMSR）最终形

成。巴船舶注册局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分

部遍及世界各地。到目前为止，共有约

130艘船舶在巴注册，总吨位近140万吨。

巴巴多斯有意加大推介力度
吸引船舶前来注册

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各国

对“碳排大户”煤炭的使用都小心翼翼，

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提出“向煤炭宣战”，

而世界能源舞台上的另一位主角——俄

罗斯却将其视为新宠。

其实，提到资源大国俄罗斯，首先想

到的往往是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

量。但实际上，它还坐拥 1730 亿吨煤炭，

是世界第二大煤炭储量国，仅次于美国。

在俄罗斯“矿工节”期间，俄罗斯总

统普京称，俄罗斯煤炭业正日益繁荣，在

保障国内需求的同时，不断开拓着国际

市场。他同时表达了继续振兴煤炭业的

强烈愿望。随后，普京又表示，俄罗斯将

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加快建设燃

煤电站及铁路、港口等运输设施。

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日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

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批准制定一项旨在减少全球航空

业碳排放的市场机制，同时否决欧盟要求单方面征收航

空碳税的提案。这项机制要求全球各家航空公司为航

班排放的二氧化碳埋单，具体方案定于 2016 年出台，

2020 年开始实施。

多边机制铺路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罗伯托·科韦·冈萨雷斯

发表声明说，批准制定碳排放机制是“航空运输业的里

程碑”，在全球主要行业中，民航业第一个“利用多边市

场机制，帮助控制未来温室气体排放”。

据法新社报道，航空业在全球现阶段二氧化碳排放

中“贡献”大约 3%。国际民航组织预计，到 2050 年，航空

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 2010 年基础上增加 4 倍到 6 倍。

多家媒体披露，自本次国际民航组织全会 9 月 24 日

召开以来，围绕碳排放市场机制，与会各方争议不断，决

议在最后一刻涉险过关。

冈萨雷斯认为，多边机制是推动决议通过的关键因

素，“在应对全球气候挑战过程中，多边机制的角色具有

历史意义”。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西姆·卡拉斯 4 日说，各方经过

“长期、艰苦的谈判达成协议……避免贸易伙伴之间出

现损害各方利益的冲突”。

欧盟碳税遭拒

欧 盟 方 面 在 这 次

国际民航组织全会上

坚持要求批准其单方

面设定的碳排放交易

体系。

根据欧盟的设想，

所有途经欧盟国家领

空的航班需要购买“污

染额度”。无论一趟航

班在何处起降，只要途

经欧盟国家，航空公司

就要为航班飞行整条

航线所排放二氧化碳

量的 15%埋单。

这 种 单 方 面 变 相

征收“ 碳税”的方案遭

到美国、俄罗斯等方面

反对。法新社报道称，

全 会 最 终 以 97 票 反

对、39 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这一提案。

实 际 上 ，欧 盟 自 去 年 1 月 1 日 起 一 度 征 收“ 碳

税”，几乎所有起飞或降落在欧盟境内的国际空运活

动 都 被 纳 入 欧 洲 碳 排 放 交 易 体 系，引 发 众 多 国 家 批

评 。 今 年 4 月 ，欧 盟 对 在 欧 盟 境 外 起 降 的 航 班 暂 停

征收“ 碳税”。

不过，就国际民航组织批准制定碳排放市场机制，

多名欧盟高官予以赞赏。

欧盟轮值主席国立陶宛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阿里扬

达斯·斯柳帕斯说：“这份决议令我们可以就全球碳排放

市场机制展开谈判，这是最大的成果。”

考虑各方差异

国际民航组织计划今后 3 年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一同制定碳排放市场机制具体方案，包括技术与操作层

面措施。按法新社说法，国际民航组织将考虑是否设立

碳税和碳交易体系。

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航空市场需求已

处于稳定水平，部分国家甚至呈下滑趋势。而发展中

国家因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航空市场需求继续高速增

长 。 如 果 以 2020 年 为 时 间 节 点 设 定 碳 排 放 指 标，发

达国家几乎不会超标，发展中国家反而要为碳排放埋

单。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碳排放总量

中绝大多数由发达国家制造，但责任却要由发展中国

家承担。

本 次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全 会 主 席 米 歇 尔·瓦 谢 内 姆

强 调，2016 年 出 台 的 碳 排 放 机 制 将 考 虑 对 全 球 不 同

国 家 和 地 区 构 成 的“ 环 境 与 经 济 影 响 …… 包 括 可 行

性与实用性”。 （欣 华）

海运经济海运经济

俄罗斯“逆市”青睐煤炭

中国华为技术（阿联酋）有限公司

日前宣布，作为华为全球供应链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决定在阿联酋的迪

拜设立中东物流供应中心，以便更好地

为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的信息通讯技

术客户服务。

据华为技术（阿联酋）有限公司总经

理彭雄基介绍，中东物流供应中心位于

迪拜著名的杰贝·阿里港自贸区内，依托

迪拜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配套设

施，该中心将帮助华为更快回应紧急供

货需求，中东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部分

非洲地区客户的海运供货周期将缩短至

少 30 天，显著提升物流服务效率。

据了解，中东物流供应中心初期将

主要服务于电信客户，在今年年底之前

开启的第二阶段，服务将会延伸至智能

手机等移动终端客户。

华为在迪拜设立
中东物流供应中心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着重强调的“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

拥有的非五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

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

的沿海捎带业务”，被业内看好。

中海集运相关人士表示，《方案》允许

非五星旗船在国内沿海港和上海港之间

的沿海捎带业务，对公司降低中转成本上

将带来利好，但具体的影响尚待统计。

此外，《方案》还提到，积极发挥外高

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

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积极发展

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

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

上港集团副总裁严俊表示，自贸区

总体方案的颁布对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建设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其中关于

航运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可以集聚更多的

航运要素，使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

内涵更丰富。

（本报综合报道）

中资旗船试行沿海捎带业务
提升货物聚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