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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来看，2019年国际集装箱
运输市场发展呈不乐观态势。”李振福
说。

首先，2019 年，全球经济复苏势
头或将减弱，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
体自身经济脆弱性凸显，经济金融
形势严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风险。

其次，全球集装箱海运量增速继
续回落。 2019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
收紧货币政策、全球贸易环境紧张、
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仍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冲击。全球集
装箱海运量或受此影响，增速继续
回落。

最后，市场运价水平整体承压。

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仍处于恢复调
整阶段，行业供需格局向好，但仍面
临较大的运力过剩压力。分航线来
看，区域内航线运价表现或将优于
主干航线。市场已经透支了较大规
模运输需求，2019 年上半年运价承
压下行；2019 年交付的超大型集装
箱船将继续投放在亚欧航线，同时
受欧洲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中欧班
列发展迅速等影响，海运量增速也
将放缓，亚欧航线运价水平整体承
压；虽然国际制造产业链短期无法
轻易逆转，但东南亚经济体已经开
始承接部分产业转移，加之东南亚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未来东南
亚航线发展或将成为亮点。

“进入 2019 年，集装箱航运业正
准备迎接未来一年的挑战。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中美贸易战
和英国退欧的问题仍未解决，在外
部因素推迟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
航运公司又将不得不面对燃油价格
的大幅上涨，让客户为这一增长买
单将是他们未来 12 个月面临的最大
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今年平均每周有
一艘超大型集装箱船进入市场，运
力过剩的威胁也将再次抬头。”徐剑
华表示，燃油成本、贸易紧张局势以
及围绕运力是否足够的持续辩论，
将继续成为主导今年的集装箱航运
业的三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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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是‘变化’，那么，在集装箱航运业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不确定性’。”在谈及 2019 年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前景时，上海海事大学水运经济研究所教授
徐剑华说道，“燃油成本起起伏伏、限硫法规即将付诸实施、贸易战前景变幻莫测以及英国脱
欧的进退维谷，都构成了 2019 年世界集装箱航运业的不确定前景。”

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形势与
全球贸易活跃度密切相关，但自
去年以来，国际贸易环境一直处
于不稳定状态，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错综复杂，受“逆全球化”和贸
易保护主义势力影响，地缘政治
风险加大，尤其是 2018 年中美之
间的贸易战推高了集装箱运价，
给集运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不
确定性。

近期，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
（BIMCO）指出，2019 年若受中美
间关税壁垒的影响，跨太平洋地区
贸易量下滑，货运减少，那么，亚洲
区域内的集运业也将遭受不利影
响。而这一市场，正是全球集装箱
船舶运输最为集中的地区。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与经济管
理 学 院 教 授 李 振 福 介 绍 ，“2018
年 ，全 球 集 装 箱 海 运 量 为 2 亿
TEU，同比增长 4.5%，较 17 年增速
放缓。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太平洋航线部分货主选择提前出
货，致该航线运量小幅增长。”

尽管该航线的运量短时间内
见涨，但从长期来说，这个并不是
一个好的现象。而事实也正如预
料的那样，2019 年 2 月，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三港——洛杉矶、长滩和
奥克兰吞吐量严重下跌。据悉，

美国西海岸这三个港口今年 2 月
的进口集装箱总量为 72 万 TEU，
相比 1 月份减少 13.7%，相比去年
12月份减少 22.4%。

“中美贸易摩擦对航运业的影
响还主要是贸易量减少带来短期
负面影响和贸易替代效应带来的
长期效应。”李振福说，短期内，中
美贸易摩擦将减少市场需求，拉低
市场信心，导致市场预期下行，进
而可能影响班轮业接下来两个旺
季联合提价的预期，对经营跨太平
洋航线的班轮公司影响较大，其中
中国-美国方向集装箱运输市场受
影响最大。长期来看，如果中美贸
易摩擦继续扩大，则会对集运行业
的需求产生较大冲击。

此外，李振福还认为，美国单
边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其导致的潜
在贸易战，必然影响到全球经贸
和航运业。从中美两国贸易品类
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集中在中
低端制造领域，进口则以农产品
和高端制造行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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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球贸易放缓和中
美贸易摩擦对全球集装箱航运市
场的需求造成了不可避免影响，
从而加剧了集运市场的不景气。

那么这个不确定因素对航运
业的具体影响程度又有几何？

“短期内贸易摩擦对市场信
心打击较大，市场下行的预期明
显。2018 年一季度集装箱运输市
场因为中国春节假期影响以及对
中美贸易摩擦的预期，大量商品
加快出货，运价水平一路走高，但
进入 3-4 月份过后，运价迅速下
滑已经低于 2017 年最低水平。由
于对目前贸易摩擦双方行动预期
的不确定性，使得贸易行为无法
做长期预测，贸易订单更加短期
化、小批量，贸易商对未来的形势
发展需要保留相当大的灵活度，
以免造成较大损失。长期来看，
目前围绕‘制造业 2025’产业领域
的争端，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至知
识产权、环保、劳工保护等非关税
领域，这些领域的壁垒将对我国
适合集装箱运输的贸易品在现有
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加深。”李
振福表示。

同时徐剑华也表示，“世界经
济一体化、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
带来的后果是世界贸易增长放
缓，国际航运业的运输需求增长
也随之放缓，运力过剩的困局将
更加严重，航运业复苏的前景更
加遥远。”

世界贸易形势的不稳定本就
让集运业岌岌可危，随着 2020 年 1
月 1 日国际海事组织规定的限硫
令临近，让本就乍暖还寒的集运
业雪上加霜。

记者整理资料发现，限硫令
产生额外成本的主要原因有两
个：其一，低硫油的成本本身就
比重油高；其二，在仍然使用重
油的情况下，投资脱硫设备或相
关技术，会产生较高成本。如果
这些额外成本不能通过供应链
转移，那么行业的利润率必然会
降低。

近期油价一直跌宕起伏，有
逐步回暖的趋势。李振福表示，

“对于以燃油为主要成本的航运
企业而言，油价上涨通常不是好
事。燃料在航运企业的总成本中
所占的比例通常在 40%-50%，高
油价时代曾一度达到 72%，因此
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对航运
企业业绩的影响会非常明显。低
油价不仅能有效降低航运企业的
经营成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全球经济增长，提升全球贸易
运输需求，进而为航运企业创造
新的市场。从航运业的特点和国
际能源、航运市场的供求关系变
化分析，国际航运与油价通常会
呈现负相关关系，油价上涨很可

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航运业的
复苏。”

“对于国际集运市场来说，油
价回暖这件事是‘几家欢乐几家
愁’。”李振福说，“通常载箱量在
4 千箱左右的集装箱船每天消耗
燃油高达 140-150 吨，而载重量与
之相似的散货船只有 30 吨左右，
油轮也只有 35 吨，差距有 5 倍之
多。如果只考虑燃油成本，相对
散运市场和油运市场，集运市场

对油价的变化无疑更为敏感。一
些有远见的船东开始选择降速增
效船型，减少船舶营运过程中的
油耗。从后续经营实践来看，降
速无疑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对于
选择低速船型的船东而言，油价
的回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
的综合竞争力；对于坚持高速船
型设计方案的企业而言，燃油成
本提升必将导致企业未来的经营
雪上加霜。”

2018 年年底，BIMCO 曾警告，尽管
2018 年集运市场的状况已足够令人
失望，但 2019 年的形势将会更糟，主
要原因是基于目前大量闲置的集装
箱船舶以及不断涌入市场的超大型
集装箱船。

李振福向记者介绍，目前全球集
装箱船总运力约 2188 万 TEU，同比增
长 5%，新船交付量同比增长 18%。其
中，10000TEU 以上的集装箱船运力交
付占比为 82%，大型集装箱船依旧为
船舶交付市场的主力军。很显然，市
场运力依旧过剩，供需不平衡的现象
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但就当下而言，集装箱船舶的数
量还在增加。在已打破了市场的供
需平衡下，BIMCO 预测 2019 年集装箱
船舶的数量还将继续增长。

限硫令带来的运输成本上涨已
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
给集运业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控因
素，唯一可控的就是集运业面对自
身运力过剩问题的自我调整。那么
对于需求增长落后于运力增长的现
状来说，集运业又该如何应对？李
振福针对运力增长速度远超需求增
长速度的现状给出了建议：可以改
造现有船舶。现如今发展高能效船
舶对于未来航运业，应该是大势所
趋。大多数分析人士预测，低硫规
定出台之前，旧的、高燃料消耗的船

只停止使用，今年的拆除水平将上
升，恢复到近年来的水平。改造现
有船舶实现船舶高效能化不仅可以
满足公约规范的要求，更能在一定
上减少运力。

李振福说，航运界合作控制运力
规模也是重要举措之一。航运界必
须看到，要给航运市场建立一个更加
合理的预期，新船的大量集中交付则
恰恰阻碍着航运市场复苏，航运界需
要共同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不
合理的船队新增，合作要变得更加紧

密并且必须承担起长期的责任。根
据知名航运咨询机构德鲁里（Drewry）
的最新分析，2019 年超大型集装箱船
（ULCV）订购减少，以及船公司有望
成为全球物流集成商，最终可以平衡
集装箱运力供应与需求。

同时 BIMCO 也在一份报告中指
出，目前，70 万 TEU 的集装箱船运力
仍处于闲置状态中，但如若其中的大
部分运力能重新被利用起来，且运费
稍有上涨，那么，集运市场当下的状
况就会得到扭转。

超大型船不断涌入 运力过剩待改善

成本上涨几成定局 航运企业经营承压

迎接挑战 集运业砥砺前行DD

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周评 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本周，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
装箱运价指数（WSCFI）为 1036.25
点，较上期下跌 0.32%。

本 周 市 场 运 输 需 求 有 所 回
升，大部分航线运价呈现微涨趋

势。其中，日本关东航线、东南
亚航线止跌回调，航线运价较上
期 微 涨 ，涨 幅 分 别 为 0.79% 、
0.60%。

美东、美西等航线供求关系

依然紧张，班轮公司依然降价销
售舱位，运价跌幅分别为 1.93%、
1.05%。澳新、台湾航线运价与上
期持平。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本周，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CSFI）为 809.10 点，较上
期上涨 2.15%，煤炭运输市场行情有所上行。随着两会的结束，各地
煤炭产量逐渐回升，市场货盘明显增多，但随着气温回升，本周煤炭
需求量可预见性下降，总体运量较上期减少 14.85%。运价方面，上水
主流航线运价微涨，其他航线运价均小幅下跌，长江煤炭运输市场总
体止跌回稳。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滚装运量有所下降 运价指数小幅回落
本周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ARFI）为

1050.80 点，较上期下跌 2.65%。
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滚装整体运量较上期减少 14.11%。上水各

航线运量均有所下降，部分航线降幅达 55.65%，但航线运价上涨
8.25%；下水航线整体运量减少 1.06%，部分航线降幅达 18.33%，整
体运价呈下跌态势，部分航线运价下跌 7.29%。

近期长江航道、气候条件较好，上下水资源相对均衡，但整体
运量减少导致综合运价指数向下波动。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部分航线运价缓慢回升 运价指数小幅微跌 煤炭运量需求减少 运价指数企稳微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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