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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Logistics商贸物流

中外航企差距大 风险管控最关键
海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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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管制有望放松
监管将走向规范化

——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贺登才

■本报记者 范丽敏

“ 今年，我国物流业行业管制有望稳步放松、行业

监管将走向规范，《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望正式

出台。”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贺登才表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项重点工作涉及物流业，对

物流市场的导向作用明显，民生物流、城镇化、区域配

送等市场导向值得关注。

行业管制趋于放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重点领域改革

取得新突破，物流业行业管制有望稳步放松。”贺登才表

示。他具体指出：一是行政审批有望进一步放宽。2014

年，我国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00 项以上，物流

业相关审批事项有望进一步取消。对于确需设置的行

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

年初，发改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工信部等部

门陆续公布其全部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同时，对于非行

政审批事项将开始全面清理。对于工商登记制度，将全

面落实认缴登记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由

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

二是投资体制改革有望进一步放开。对于投资审批

制度，将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

权。今年，政府提出要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

域具体办法。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

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三是税收制度有望进一步推进。今年，铁路运输和

邮政业正式纳入“营改增”试点。下一步试点方向是进

一步扩大行业范围，逐步将建筑、房地产业、金融和生活

服务业等纳入改革序列。此外，消费税、资源税改革，房

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以及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的陆续推进，对物流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监管走向规范化

“ 虽然管制放松了，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监管。

恰恰相反，政府反而要加强监管，并使监管逐渐走向规

范化。”贺登才说。

具体而言，贺登才指出：，首先，物流市场监管逐步

加强。预计食品、药品、化学危险品等物流安全问题，公

路运输安全、寄递服务信息安全和快递市场监管工作将

会进一步加强。

其次，诚信体系建设加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享，推动建立

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物流业诚信体系建设，将会成为新

一年工作重点。

最后，绿色低碳物流力度加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明确

要求，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今年能源

消耗强度要降低 3.9%以上。物流业是对资源环境依赖

较强的行业，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倒逼”机制。

《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望正式出台

目前，国务院 2009 年颁布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已经到期。

“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亟待

加强后续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贺登才告诉记者，2012 年

以来，发改委牵头组织编制《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有

望在今年正式出台。

据了解，《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是在总结《物流

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十二五”

及 中 长 期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总 体 要 求 而 制 订 的 规

划，其重点将由加快调整和振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转变为支撑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

对于各地方、各部门而言，2013 年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物流业发展的规划、政策、意见。贺登才预计，

2014 年，各地方、各部门还将会有所动作，如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城市配送体系建设、电子商务物流、跨境电

子商务、物流标准化和信息化、农村和农业物流、工业物

流和供应链、社区物流服务、农产品冷链物流、粮食物

流、托盘共用系统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物流、丝绸之路

经济带及京津冀一体化物流等。

“除此之外，为落实《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划》，国家

级示范物流园区工程有望年内启动。”贺登才说。

他表示：“我们要努力促进政策落实，并要用足用好

政策；但也要克服‘政策崇拜’，减少‘政策依赖’，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导向值得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

种关卡，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

物发展。

对此，贺登才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对物流市场的导

向作用明显：一是民生物流位置凸显。《政府工作报告》特

别提到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民生物流

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将受到政府普遍关注。

二是城镇化孕育物流新商机。今后一个时期，要

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 1 亿人”问题，促进约 1 亿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

中村，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城镇化

建设加快物流集聚，也离不开城市物流的合理规划和

有效保障。

三是区域物流布局趋于优化。要推进长三角地区

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

及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实施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产

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

增长极。离不开区域物流和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

四是国际物流迎来新机遇。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为物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渠道。

五是产业升级逐步加快。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示范建设。物流业一

直是服务业试点示范的重要对象，物流业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有利于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服务业创新发展。

■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颖

在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企业马士基集团公布了

2013 年年度业绩报告之后，业界对比其与中国航运集

团的情况后唏嘘不已。

尽管目前 2013 年中资航运企业的年报还并未完全

公布，但是，在 12 家中资航运公司发布的 2013 年业绩预

告中，有 6 家公司预计发生巨额亏损，整个海运板块亏

损额约为 179 亿元。而马士基航运却成为了马士基集团

盈利的重要利好因素，盈利高达 15.1 亿美元（约 92 亿

元），较 2012 年的 4.61 亿美元大幅上涨 225.4%。

近几年来，全球航运市场普遍低靡，在此背景下，马

士基集团的巨额盈利无疑带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

间。那么，在整个航运市场不景气的状况下，马士基航

运的盈利是否预示行业已然回暖，中国航运又是否有希

望迎来春天呢？

先来看看中国航运企业的情况。近日，中海集团旗

下的干散货航运巨头中海发展公布了 2013 年年报，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2.98 亿元，而 2012

年，其盈利 7374 万元。

不只是中海发展，2013 年国内航运企业的业绩表现

都不乐观。据已发布 2013 年业绩预告的十几家国内航

运公司的公告显示，包括长航集团旗下的*ST 凤凰、*ST

长油在内不少公司均预告亏损，而往年的亏损大户*ST

远洋是通过向集团抛售资产才实现扭亏为盈，暂时避免

了退市的尴尬。此外，采取同样做法的还有中海海盛、

中远航运等公司。

如此来看，中国航运公司的盈利大多并不是靠主营

业务，而是依托变卖资产。

对于其 2013 年的业务不景气状况，中海发展表示，

出现亏损是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不振，加上航运市

场供需矛盾突出，国际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航运企业经

营环境严峻。

但是，在航运界打拼的“带头大哥”也是在同样的环

境中生存并盈利，对比来看，将中国航运企业的亏损仅

仅归结于外部环境不好显然是片面的。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刘斌指出，目前，中国航运公司

面临多重考验。2012 年，中国航运上市公司的总资产

为 3551 亿元，负债 2293 亿元，负债率约为 64%。其中，

中国远洋公司总资产 1652 亿元，负债 1235 亿元，负债

率高达 75%。中国航运公司在高杠杆、高负债率下运

行，风险很大。而与之相对的是运行效率的低下。中

国航运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是 0.39%，这也就意味

着，多数资产是处于闲置状态的，管理低效。几相作用

下，中国航运公司可持续发展乏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航运业固定资产净值一直在不断

增加。2009 年至 2013 年，固定资产净值分别为 1919 亿

元、2163 亿元、2245 亿元、2370 亿元和 2500 亿元。这组

不断上升的数据说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和航运业的衰

退过程中，中国航运企业一直在不断接手新船，固定资

产一直在上升，这与世界航运业的发展反其道而行之。

海运企业重在风险管控和资产管理。马士基航运

以提升航线网络效率、降低单箱成本，以及逐步淘汰高

耗能运力的方式赢得了 2013 年战役的胜利，是否为中国

航运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本？

对于已经到来的 2014 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国际

贸易有望摆脱低迷态势，但未来数年低速增长或将成

为常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市场会更难预

测，因为联盟竞争的态势日趋明显，P3、G6 和 CKYHE

三大联盟将开始正面竞争，这会给航运市场带来好消

息还是坏消息？尚难定论。在航运市场的运力过剩问

题未得到根本性缓解，国际航运市场预计总体依旧处

于 低 迷 状 态 的 情 况 下 ，中 国 航 运 企 业 将 如 何 调 整 步

伐？我们拭目以待。

开泰银行贸易融资专栏

中国企业可利用泰国作为其进军东盟市场的生产基地，尤其是中国在东盟前景看好的5类产业。上期介绍了电子电器

和机械产业，本期将分析汽车、纺织和化工产业。

汽车产业：汽车零配件及零部件

5年前，中国生产的廉价小型乘用车开始大举进军泰国市场。目前,中国已成为泰国第二大汽车及零部件进口来源地，

最近3年，进口值年均增幅达70%，2013，年进口值达17亿美元，占泰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总值的12%。从中国进口的汽车类

产品大部分是零部件，其中一部分供应中国投资汽车组装厂，另一部分在市场销售。

最近，中国汽车制造商采取将泰国作为本地区右舵车生产基地和销售中心的战略加大投资泰国的力度，以皮卡车、中小

型卡车等商用车为主力渗透泰国市场。中国的该类车型比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价格低、性价比高的优势，适合市内运输，可较

好地满足中小企业需求，同时可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等替代能源，对重视节能的消费者有吸引力。多家中国汽车制造

商已计划将在泰国新建或扩建汽车组装厂，以拓展泰国和东盟市场。由于中国汽车和摩托车在泰国周边国家市场销路相当

好，同时，东盟其他国家也需要从泰国进口大量的汽车零部件，中国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应抓住机会在泰国投资生产以完善其

供应链，同时还可向东盟其他国家进一步扩张。

中游纺织业：纺织面料

泰国的纺织生产技术较为发达，拥有完整的上、中、下游生产链：上游的合成纤维生产能满足市场各种需求；中游采用技

术水平在东盟较高的针织、机织、印染等方式生产织物面料包括特殊纤维织物。泰国是东盟最大的纺织面料生产供应商，

2013年泰国纺织面料对东盟市场的出口值大约为6.5亿美元，出口占比达40%。最近3年,泰国纺织面料对越南和缅甸等新

兴市场的出口值年均增长约20%，从而使得越南和缅甸目前分别成为泰国第一、二大纺织面料出口市场，作为东盟最大服装

生产出口商之一的柬埔寨也依赖从泰国进口的面料。泰国的下游纺织生产即服装业也广受认可，泰国是美国和欧盟多个知

名品牌服装的制造商。

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生产纺织布料的商机包括：高技术优质服装面料或车用纺织材料；安全性高的医用纺织材料；供应

酒店的优质家用纺织品。产品还可出口到东盟其他国家，如依赖泰国面料的主要服装生产国如柬埔寨、越南和印尼。此外，

中国企业还可依据原产地规则，利用东盟与日、韩、印、澳、新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以较低关税向这些国家出口。

化工产业

泰国拥有发达的家用电器、汽车、纺织品、日用化学品和农用化学品等产业链。这些产业均用到化工产品，如用于汽车

或家用电器的塑料零部件、汽车玻璃、安全帽、涂料、合成纤维、清洁剂和各种润滑油等。泰国也进口化工原料，其中，从中国

进口的化工产品居于首位，进口总值达24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包括塑料粒料、有机化学品和无机化学品。化工一直是中国

企业对泰国的投资总额最高的行业，1997年至2013年累计投资额达400亿泰铢，占同期获得投资促进委员会授予优惠待遇

的中国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对于将泰国作为东盟分销中心的中国企业来说，尚有其他蕴含商机的行业，尤其是东盟各国的城市化发展，使家具和室

内装潢用品及各种日用品需求旺盛。不过，环保因素是中国企业在制定东盟投资规划时应关注的问题。东盟多个产业的环

境标准较高，包括生产过程的污水处理、减少大气污染和环保包装等。

开泰银行支持和协助中国企业到泰国投资，并以泰国作为进军东盟市场的投资和生产中心。为满足赴泰投资的中国企

业在金融、信息等方面需求，本行专门为中国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中文服务。例如，开泰银行向中国大型轮胎制造企业——山

东玲珑轮胎有限公司在泰国的投资提供支持。玲珑利用泰国橡胶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泰国建立轮胎生产基地，满足泰国市

场需求并向东盟和其他市场出口。

为适应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泰国开泰银行及早做出了构建涵盖东盟业务网络的战略布局，以支持本行客户以此

为契机，利用泰国在东盟的优势地位进军东盟共同体大市场。

更多详情请垂询泰国开泰银行深圳分行，电话：0755-8229-1298；电邮：kbank_sz@kasikornbank.com，中文网

站：www.kasikornbank.com/china

分析2014年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潜力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