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中美贸易战“当仁不
让”地成为全球性的焦点话题和事
件，不仅因为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会影
响其他各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更因为
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使得这两个

经济总量分居世界一二的大国贸易
摩擦，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全球贸易的
局部洗牌。几家欢喜几家愁，在中美
贸易战这片吉凶不定的阴云笼罩下，
航运业究竟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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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可能爆发的中美贸易战，航运
业究竟该如何应对？

在我国将主动扩大进口，不以追求
贸易顺差为目标、进一步开放的新形
势下，业内人士认为，我国航运企业应
高度关注潜在贸易战的事态发展，对
相应情况制定预案，相关货种、相关航
线都要顺应贸易格局变化。

同时，要主动对接 2018 年 11 月即
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揽 取 更 多 进 口 货 源 ，平 衡 进 出 口 货
量。各大航运企业还要在国际各大场
合发声，呼吁贸易自由化，反对逆全球
化，正如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所讲：

“没有贸易自由化，物流不可能持续健
康发展。”

中远海运集团则表示将积极应对，
据报道，中远海运集团应对的具体措
施尚在研究中，多年来的经验完全可
使其妥善应对。同时中远海运集团认
为，再差亦不会比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时的境况差，因此对此次中美两国
贸易摩擦未表现出过度担忧。

散运方面，美国已经确定对自中国
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这将对中
美两国之间的件杂货运输产生负面影
响。但对中国最大特种船运输企业
——中远海特而言，其日前发布的市场
专题研究称，因中美两国货物运输在
其业务中占比份额较小，以及中美两
国贸易的权重商品基本不在其特种船
所承运的货种范围内，贸易摩擦对其
影响有限。

同时，中远海特还提及，伴随着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长期来看，
产能外移的全面开放将消解中美两国贸
易摩擦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打贸易战，损人又伤己，

美国也深谙其中的利害关系。据有关
专家分析，美国此次提高部分对华进
口产品关税的醉翁之意，在于迫使中
国开放某些行业。 40 年前，更多的是
我国主动开放，这次偏向被动开放，美
国希望把中国的开放大门开得更大
些，以提振国内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美国的贸易
找茬，中方宣布，对原产地于美国的
659 项约 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关税提高涉及的 500 亿
美元贸易价值，貌似数字很大，但也只
占中国出口美国市场份额的 14%左
右，而且较低附加值产品，如衣服、家
用品等占比较高，高附加值产品占比
仅 5%，包括航空产品、现代铁路、新能
源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总体影响有
限。

所以，此次双方贸易战，“打”是现
象，“谈”是目的，可能更多是要探寻对
方的底线，以为下一步的磋商谈判赢
得最大程度的筹码。

权威人士预测，如果中美在贸易谈
判方面最终达成一致，中国可能会开
放一些行业，在金融领域、技术转移和
美资准入门槛等方面作出让步，这对
国内相应的行业会产生竞争压力。短
期来看，可能会对航运业的节奏产生
干扰，但长期来看，对航运业，特别是
太平洋航线回程货运是利好。尤其是
中国有望进一步加大全球开放力度，
主动调整贸易结构，而更多外资进入
中国后，将产生更多的出口货等。

总之，航运相关行业要在密切关注
事态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形势，积
极进行应对，根据市场和货量的变化，
灵活调配内部运力，构建多元化航线
布局，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争取
在此次贸易战中业务稳中求升。

自美国频繁宣布加征关税后，尤其是美
国对中国出尔反尔，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
约 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后，美
国的贸易保护行为随之受到中国、欧盟、墨

西哥的相应反击。
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和其导致的贸

易摩擦，影响到全球经贸和航运业。而两国
贸易战一旦开打，关税提高，直接打击了清

单内货物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不可避免会出
现贸易订单的减少。而贸易订单的减少，就
意味着对航运需求的降低，这给全球航运市
场带来了下行预期。

据从中美两国贸易品类来看，中国对美
国出口产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领域，进口则
以农产品和高端制造行业产品为主；出口贸
易方式主要为集装箱海运，进口贸易依靠散
货船运输，兼具集装箱海运。

海关总署报表显示，2017 年中美双边贸
易总额达 5837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
口 4298 亿美元，海运方式出口约 3150 亿美
元，出口集装箱货物贸易量约 1064万 TEU（标
准箱）；中国对美国进口 1539 亿美元，海运方
式进口约 840 亿美元，进口集装箱货物贸易
量约 274万 TEU。

经济、贸易、航运，素来相辅相生、相融并
进，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会拉动国际贸易增长，
而国际贸易增长则必然会对航运产生强烈需
求。 2017 年中国对美国海运出口约 3150 亿
美元，中国对美国海运进口约 840 亿美元，这
么巨大的贸易量，结果就是可能每分每秒都
会有集装箱装运和货船进出港口。

以我国出口美国的玩具为例，美国对其
进口关税的提高，势必会提高我国生产的玩
具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从而导致市场竞争力
减弱。这反过来影响最大的就是贸易公司，
其次还有该玩具生产链上的各方，其中就包
括该玩具运输的物流公司、货代公司以及相
关中介公司等。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中美两国贸易摩擦
对航运业造成的影响可能涉及跨太平洋的美
线。

PIERS 统计的远东至北美航线的主要货
种和运量数据：2017 年主要货种运量达 1196
万 TEU，其中家具和家具用品、纤维制品、通
用电气设备等生活消费品占比最大，运量高
达 532万 TEU。如此粗略计算，此次美国对中

国拟增加关税领域的货种，占
据远东至北美航线运量达 438
万 TEU。若按照中国至北美航
线运量占其中 40%的比例计算，
此次涉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
贸易量约为 180万 TEU。

BIMCO 首席航运分析师 Pe⁃
ter Sand 说，航运业与美国集装
箱进口水平是否走低休戚相
关，这可能会成为中美之间贸
易摩擦的一个“结果”。如果航
线货运量下降，过剩船舶的持
续增多会导致船舶使用率下
降，同时会伴随着泛太平洋航
线运费和盈利的下跌。

身为 BIMCO 主席、希腊船
公司 Common Progress 首席执行官的 Anasta⁃
sios Papagiannopoulos 先生表示，当两个对大
部分航运领域极为重要的国家发生贸易摩擦
时，全球航运业自然会受到关注。

德鲁里集装箱研究部门高级经理 Simon
Heaney表示，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集装箱量
的 180 万标箱以及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 300
万标箱都将被纳入这些高关税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近 2.5%的集装箱运输贸易将受到
影响。

Sand 总结说，在航运业方面，对于这两个
国家在泛太平洋区域进行集装箱运输的进出
口贸易商来说，处理这样的不确定性真的是
一个巨大负担。随着这种下降趋势持续的推
进，不仅仅是集装箱领域，干散货航运领域
中，以钢、铝和大豆为代表的运输也将受到进
一步影响。

同时，也要看到，作为联通中美两大重要

经济体的远东-北美航线因新巴拿马运河的
通航深度调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基
于对中美两国经贸形势的良好预期，班轮公
司加码在美国航线的运力布局，美国各州政
府也纷纷开启港口码头的扩容投资。

然而，在运营美东萨凡纳港的港口代表
人士看来，跨太平洋间的集装箱货运暂时看
不到被取代的方式，尤其美国进口的百货商
品如果由美国当地生产的话，消费者也难以
承受高价格，且短期之内也没有这种可能。
因此，现阶段对美国航线的影响还难下定论。

在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
施索仁就中美贸易战对自身业务的影响明确
表示担忧。马士基集团旗下的马士基航运是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承运输公司，施索仁表示
中国市场对马士基来说非常重要，贸易订单
的减少将对马士基的物流业务产生不利影
响。

当下，中美两国经贸交流日益加深，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我国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所说，“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只
会双输”。美国此次发起对华贸易战，会
挫伤我国信息技术、航空产品、高铁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业的出口，但美国
伤敌同时也自损三分，近期美股大跌、国
内民众的极端反对行为就是证明。

但是，如果两国贸易战势态进一步升
级，对航运业来说，也不必绝对地盲目悲
观，因为两国在各自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
拓展其他海外市场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贸
易航运需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冲此次
贸易战对航运业、贸易企业的下行影响。

以我国为例，我国快速发展和成熟的
高铁制造业，面对美国进口关税的提高，
势必努力拓展其他海外市场，寻求美国以
外的其他替代市场，而新市场的产生，也
一定会伴随着贸易往来和航运需求的产
生。

再比如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类产
品，在我国提高进口关税后，挫伤美国大
豆贸易商，我们可以转而从巴西或者是其
他国家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这对其他
国家来说无疑是利好的，可以从夹缝中争
取自己的贸易利益，这也是此次中美贸易
战各国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中国而言，2017 年中国经济的复苏
很大程度上与出口改善有关，中美贸易战
可能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从而影响经济总
量。但世界其他经济体，如欧洲、日韩、东
盟也处于复苏状态，我国可通过增加对欧
盟、东盟的进出口来缓释来自美国的贸易
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此次中美两国互相提高进
口关税，会对局部航运业造成冲击，比如

出口北美商品的贸易公司，
以及以中国和北美航线业
务为主的港口公司，业务会
有下滑。但并不意味着货
物运输的总体量一定会减
少，航运力量会在航运业内
部对货物运输的航线、方向
作局部优化调配。所以，中
美贸易战开打，可能短期内
会对航运业的发展造成下
行影响，但长期来看，整个
行业应该还是会趋于回升
和稳定的一个内部平衡状
态。

相关业者指出，谁都不
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玩
真的还是玩假的，只能先采
取预防性措施，因此马士基
是降价抢货。长荣、东方海
外、中远海运与法国达飞所
属的海洋联盟，则在华南到
美西航线原安排的每周两
班船上，抽掉达飞派驶的 1
班。

而获中国交通运输部
授权管理船公司运费的上
海航运交易所，则是否决船
公司提出的开征紧急燃油附加费申请案，
船公司必须设法透过确实征收旺季加费，
或调升基本运费来反应增加的油料支出，
市场情况可以用相当险恶来形容。

官方否决的理由是油附早已纳入总
运费内。欧洲托运人协会上周则已提出
反对开征燃油附加费意见，虽然欧盟还未
表示意见，船公司已被迫改以旺季附加费
名义征收。

马士基一方面降价，另一方面通知
货主 7 月 1 日开始每大箱要收 500 美元
旺 季 附 加 费 ，有 些 公 司 则 通 知 要 收
600—1000 美元，都是为了保有市场情况
一出现翻转，能够立刻调升实质收费的
机动性。

业界分析，第三季是市场最大旺季，
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开打，运价必定一路
下杀，反之运价就会蹿升，今年市场真是
没得预估，就看各家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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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浙江绍兴市港航部门的组织
下，绍兴 10家主要水运企业相关负责人走访
了金华、衢州两地，绍兴市航运协会与金华
市物流协会、衢州市货源单位分别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这是绍兴、金华、衢州三市携手，共同推
进海河联运发展，加速融入大湾区经济发展
的一次成功之旅。未来，三地将在海河联
运、水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共商共建，推
动区域航运经济快速发展。

三地企业合作前景广阔

目前，绍兴辖区有内河营运货船逾 800
艘，每年金华衢州两地大宗基础货物运量需
求超 1.4 亿吨、集装箱外贸需求 270 万标箱，
合作空间巨大。以衢州最大的企业——巨
化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一年的产品运
输量超 200 万吨，目前公路运输约 150 万吨，
铁路运输 50 万吨。“目前公司每年有 1 万标
箱到宁波主要依靠铁路。如果水路通，前期
巨化可以先每年调出 40 万吨货运量试水水
路至宁波。”该集团市场部副部长彭展鸿对
海河联运十分看好。

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林文法
更是对水路充满期待：“元立集团铁矿石年
需求量约 750 万吨，主要通过宁波舟山港联

运调入。如果走水路货物损耗减少，即使每
吨运输成本只下降 10元，我们的利润空间大
很多。”“这次走访回去后要好好研究一下，
争取早日确定开拓金华衢州水路运输市场
的思路和措施。”绍兴市柯桥区顺通航运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方对于新市场充满信心。

据了解，在看到“绍兴有船、金华衢州有
货、水路运输优势明显”等有利因素和条件
后，绍兴市航运协会与金华市物流协会、衢
州市货源单位分别当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协议明确了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促进
信息共享、商讨解决困难问题的途径等。双
方的愿景非常一致，就是要为企业提供实实
在在的帮助，为前期合作开荒拓路。”绍兴市
航运协会会长葛建华说。

海河联运体系基本成熟

曾经，困扰于富春江船闸的“卡脖子”情

况导致衢州、金华水运一度繁华消逝。如
今，随着富春江船闸改扩建后投用，其水运
渐渐重现昔日盛况，发展海河联运的基础条
件更加完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25
日，富春江船闸上半年累计完成船舶过闸
8742 艘次 ,累计完成过闸量 416.8 万吨，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6.3%、107.6%，过闸量增长
势头强劲，再创新高。

这些过闸货物，主要货种为石料、煤炭、
黄沙、化肥、柴油、矿建、鹅卵石、农副产品、
钢材、水泥孰料等，其中过闸量排名前三的
货种分别为：石料（129 万吨）、黄沙（95.5 万
吨）、煤炭（51.5 万吨）。在如此多的货物中，
衢州、金华等地的货物占据了不少份额。

目前，浙江省政府总投资概算超 32 亿的
衢江航运开发工程，预计 2018 年年底全部完
成。

届时，关键卡点全部解决，水运市场快
速集聚，衢江、兰江水路运输规模及港口吞

吐能力、物流信息服务能力还将大幅提升。
同时，辐射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江西、

安徽、福建等地的内陆出口货物有了“第二
通道”。各类物资可以依江聚集，弃路走水
经衢江、兰江、浙北航道和杭甬运河等，直接
运抵嘉兴、宁波、上海等，水水中转至世界各
地。

至此，浙江的海河联运运输体系基本成
熟，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主流的背景下，海
河联运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将十分巨大。

练好“内功”迎接“大湾区时代”

发展海河联运，促进甬台温临港产业带
高速发展是浙江省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
举措。

为此，浙江省 5 月首次出台《关于加快发
展海河联运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到 2022 年将打造全国海河联运发展的

先行区和新标杆，使得浙江省集装箱总运力
达到 6000 标箱、集装箱海河联运总量达到
100万标箱。

为解决海河联运中北热南冷的问题，浙
江省政府不断加大水运基础设施建设、修建
浙江南部高等级骨干航道、推动杭甬运河全
线通航。

《意见》明确“完善杭甬运河宁波段通航
保障设施，实现两层以上集装箱船舶通航运
行。”而宁波舟山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2017 年完成吞吐量高达 10.1 亿吨，集装箱吞
吐量 2460.7 万 TEU。预计到 2022 年，集装箱
船舶吞吐量将高达 3000万 TEU。

绍兴市港航管理局党委书记秋晓鸥认
为，如果宁波段实现“两层以上集装箱船舶
通航运行”, 浙江南部地区及辐射的江西、安
徽等货物都可以通过杭甬运河直抵宁波舟
山港，甚至延伸到整个长江、京杭大运河沿
线及支线。

“水路实现互通有无，海河联运体系成
熟，水运必将成为大湾区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秋晓鸥告诉记者，目前，绍兴港航部门
正多方调研做好绍兴市政府决策参谋、完善
骨干道航线网、规划发展港口码头、促进集
装箱船舶运输、引领企业做大做强等等，围
绕海河联运修炼好内功“迎接”大湾区经济
时代。

浙江三市携手推动海河联运发展

融入大湾区 跑出“加速度”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熊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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