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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观 潮

2018 年全球海运贸易量增速放
缓，全球主要码头运营商生产增速
也略有下滑，多数码头运营商一方
面致力于码头扩建升级以适应船舶
大型化发展，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
面趋向在全球供应链中寻找新的发
展机遇，延伸业务范围，拓展内陆服
务，同时在新技术以及区块链等方
面进行积极探索，从而实现公司的
收益增长。

虽然外部环境不佳，但中远海运
港口、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和 AP 穆
勒码头的业绩都保持强劲上涨态
势。凭借海洋联盟及母公司的支持，
中远海运港口 2018 年累计完成集装
箱 吞 吐 量 1.17 亿 TEU，同 比 大 增
17.13%。2018年，新加坡国际港务集
团实现经营利润率 41.54%，同比增长
10.64%；AP 穆勒码头实现营业收入
37.7亿美元，同比增长 8.4%。

招商局港口、菲律宾国际增速稳
健。 2018 年，招商局港口累计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10906.0 万 TEU，同比
增长 5.98%；菲律宾国际集装箱码头
服务公司完成集装箱权益吞吐量
973.66万 TEU，同比增长 6.37%。

迪拜环球增速放缓。 2018 年，
迪拜环球集团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7141.9万 TEU，同比增长 1.91%。

长江和记和欧门集团业绩有所
下滑。 2018 年，长江和记实业有限
公司港口及相关服务板块累计完成
集装箱总吞吐量 8460 万 TEU，同比
下 降 0.12% ，实 现 EBITDA 利 润 率
38.07% ，同 比 增 长 1.28% 。 持 续 下
滑。欧门集团继续受北欧地区集装
箱装卸市场行情严峻影响，集装箱吞
吐量为近六年来最低，2018年该集团
旗下码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409.3万
TEU，同比下滑 2.2个百分点。

4 月 12 日上午，8.6 万吨的歌诗达
“大西洋号”邮轮顺利靠泊温州港状元
岙港区 7 号泊位，这是温州国际邮轮运
营至今，靠泊的吨位最大的国际邮轮。

自去年温州国际邮轮港开港运营
以来，温州不断出台新举措，培育邮轮
旅游市场，提升硬件港口设施设备，优
化高端品质服务，让邮轮经济成为推动
港口和地方发展的新动能。

游客猛增
邮轮船票供不应求

“大西洋号”是目前在中国邮轮港
口运营的 10 万总吨等级中最大的邮轮
船型，本航次共接待游客 2600多名。

记者拿到的一组数据显示：自 2017
年试运营以来，温州国际邮轮港游客接
待量持续稳健增长，当年接待游客 5008
人次。2018年开始常态化运营后，游客
接待量猛增至 14655人次。

乘坐邮轮现在已经成为很多温州
老百姓考虑出游时的共同选择。 2017
温州国际邮轮港试运营期间，2517 名
游客搭乘 MSC 地中海抒情号前往日
本 长 崎 ，其 中 温 州 本 地 游 客 占 了
90.8%。“这次歌诗达来温州，三个航
次我们要了一半的舱位。分销后，温
州各大出境社都在收客。”浙江飞扬
联创旅游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责
人徐旭告诉记者，这次歌诗达“大西
洋号”首航的客人 7 成以上为温州本
地市民。

据悉，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本月
共有三个以温州为母港的航次，除 4 月
12 日首航外，还有 4 月 17、21 日。作为
全球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旗下的
邮轮品牌，歌诗达邮轮将“大西洋号”
在温州布置连续运营 3 个航次，这也体
现出对温州邮轮市场及温州邮轮港口
运营能力的认可。目前，前两个航次邮
轮船票已售罄。

优化服务
助力邮轮经济快速发展

城以港兴，港为城用。据介绍，温
州港具有千年的发展历史，早在南宋时
期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贸易口岸，改革
开放后温州港又被列入全国首批对外
开放港口，成为全国 25 个主要枢纽港
之一。

早在 2017 年，为了推动温州邮轮
旅游，促进温州对外开放和旅游经济
发展。在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后，经温州市财
政局、市旅游局、市旅投集团等部门共
同研究制定了邮轮产业培育方案。根
据该方案，在温州港开展邮轮旅游业
务的自运营邮轮公司、包船的旅行社，

按照邮轮开行航次或招徕邮轮旅客的
数量，政府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一定金
额的奖励。

近年来，为满足游客对更高品质邮
轮的旅游需求，温州港集团又协同各口
岸单位，提高口岸通行效率，加大设备
投入和服务项目。联检大厅增加了人
脸识别系统、旅客人像采集仪等优化旅
客体验，增设行李托运、旅客紧急医
疗、绿色优先通道等客运服务项目，提
升温州国际邮轮港整体形象。

配套完善
邮轮港前景可期

邮轮经济产业链长，带动力强，对
推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目前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和亚洲最大邮
轮客源市场。

近年来，温州市积极发展邮轮经
济，着力将状元岙码头打造成具有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邮轮靠泊港，将发展
邮轮运输作为加快发展旅游业、提升旅
游层次的重要措施，进一步打响“诗画
山水、传奇温州”和洞头“海上花园”品
牌。温州市副市长陈建明表示，温州国
际邮轮港不仅填补了浙南闽北地区邮
轮产业的空白，而且将有力促进温州市
对外开放和旅游经济发展，必将为温州
加快打造国际时尚智城发挥更加积极
的推动作用。

据悉，今日温州邮轮港会首次迎来
出入境 5000 人次的作业量。面对良好
的发展态势，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员表
示，今后，温州国际邮轮港目标定位为
浙南闽北主要的邮轮始发港、外籍邮轮
的访问港。随着港口周边交通设施配
套的进一步完善，邮轮港发展前景可
期，势必加快推进浙江港口产业链、创
新链、价值链升级，有效丰富打造海洋
强省、国际强港的发展途径。

BCI触底反弹300多点 BDI连续两周小幅回升

本周大盘呈回升走势。BCI
绝地调头成功，但仍是近十年间
同期的最低水平。BPI 与 BSI 继
续以小幅下跌相随，维持有限的

“负制衡力”。
总体状况：
恢复期 BDI 自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共 1572 个交易日，其
中 ：仅 28 个 交 易 日 即 1.78% 在
2000 点 以 上 ；700 个 交 易 日 即
44.53%在 1000-2000 点区间，844
个交易日即 53.69%在千点以下，
合计 1544 个交易日即 98.22%在
2000 点以下。

2017 年 8 月至今年 1 月 22 日
BDI 一直游走在 1000-2000 点区
间盘整。本周 BDI 均值转升至
725 点，较上周高 37 点或 5.38%，
表明 BDI 架构止跌回升。

BDI：本周 BDI 三升二跌，收
盘值 726 点，环比上周高 15 点或
2.11%，较上周的 3.19%减 1.08%；
周均值 725 点 ,同比去年低 257 点
或 26.17%。本周 BDI 四项指标全
部高于上周，收盘值环比上周高
15 点或 2.11%，最高值高 23 点或
3.23%；平均值高 37 点或 5.38%、
最低值高 42点或 6.25%。

BCI：本周 BCI 三升二跌，收
盘值 418 点 ,环比上周高 142 点或
51.45%；周均值为 391 点，同比去
年低 558点或 58.80%。

BPI：本周 BPI 四跌一升，收
盘值为 1073 点，周均值 1081 点 ,
同比去年低 248 点或 18.66%。本
周 均 值 同 比 BCI 续 高 690 点 或

176.47%，较上周大缩 418.56%的
反超差距。

BSI：本周 BSI 继续全五跌，
收盘值为 711 点，环比上周低 31
点或 4.18%；周均值 721 点，同比
去年低 295点或 29.04%。

涨跌势：
BDI 延续上周形成 5 连升第

三波波涨势，累增 8.94%。BCI 延
续上周形成 6 连升第二波涨势，
累增 194.04%。BPI延续上周形成
6 连降第三波跌势，累增-5.07%。
BSI 延续上周第二波跌势为 13 连
降，累增-15.71%。

营运状况：
本周主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海岬型船净增 856 美元，周

增幅为 16.81%，环比减 11.62%。
周 均 值 较 上 周 高 1614 美 元 或
40.46%，为 5603美元。

巴拿马型船净增-325 美元，
周增幅为 -3.70%。周均值较上
周低 307美元或 3.43%，为 8064美
元，本周同比海岬型船反超 3034
美 元 或 54.15% ，较 上 周 缩 小
70.07%的反超差距。

超灵便型船净增-337 美元，
环比上周高 453 美元或 57.34%，
周 增 幅 为 - 4.12% ，较 上 周 高
4.88%，为 8064美元。

本周运价日均获利收盘值与
上周环比 ,海岬型船收盘为 5737
美 元 ，较 上 周 高 856 美 元 或
17.54%；去年同期为 8811 美元，
比本周高 3074美元或 53.58%。

巴拿马型船收盘为 8577 美

元，较上周低 325 美元或 3.65%；
去年同期为 10849 美元，比本周
高 2272美元或 26.49%。

超灵便型船收盘为 7967 美
元，较上周低 337 美元或 4.06%；
去年同期为 11210 美元，比本周
高 3243美元或 28.93%。

按收盘值粗略估算，海岬型
船营运续亏 3.4 成，较上周减亏
1.0成；巴拿马型船盈 1.6成，较上
周减盈 0.4 成；超灵便型船续盈
7.0成，较上周减盈 0.7成。

走势看点：
本周BDI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

率如下：BDI 升续-53.20%，BCI 续
升为-66.60%，BPI转跌为-23.92%，
BSI续跌为-28.47%。

本周大盘呈回升走势，BDI
架构出现如下 3个特点：

从周线走势看，BCI 绝地调
头成功，从上周的 92 点升至 418
点，触底反弹达 326 点，增幅高达
354.35%。不过仍是近十年间同
期的最低水平；相反 BPI与 BSI继
续以小幅下跌相随，减轻 BCI 暴
涨对大盘的震荡，由此促成 BDI
小幅平稳回升。

从海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周
增 幅 与 BCI 相 比 较 来 看 ，以
16.81%对 45.01%，落差为 28.60%，
较上周的 83.19%缩小了 54.59%的
差距。但仍属非常态落差。

同比之下，巴拿马型船与超
灵便型船运价日均获利与对应
指 数 的 周 增 幅 落 差 ，分 别 为
0.02%与 0.12%，保持正常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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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全球港口业走势如何全球港口业走势如何？？
□ 谢文卿 陈伟杰

2019 年 4 月，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
心发布《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18）》。
报告指出，2018 年虽然受到全球经济增
长动能有所放缓、中美贸易摩擦、英国

脱欧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球海运贸易增
长出现放缓，但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仍
然保持增长，只是增速略有下滑。

2019 年，从当前世界各国经贸增

长预期看，发展将会弱于 2018 年，全
球 贸 易 及 海 运 量 增 长 或 将 进 一 步 趋
缓。全球港口吞吐量保持稳中有进，
增速或将维持在 2.3%的较低水平。

2018 年全球港口中有约三分
之二的港口保持增长，增速大都在
2%左右，较 2017 年增速回落。各
区域除大洋洲外，主要港口增速保
持稳定。

分季度看，一季度全球经济虽
总体保持稳定，但在上年度贸易
大幅增长及年初世界经济降温影
响下，全球主要港口增速回落近 3
个百分点。二季度，随着中美贸
易摩擦显现，贸易商和货主纷纷
加快货物运输，出现一批为抢在
加征“关税”政策落地前完成运输
的企业，促使二季度后港口吞吐
量持续增长。三四季度，市场环
境恶化预期依然浓重，大量货主
和贸易商争相发货，加之各国贯
彻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海运

贸易逐步回升，带动港口吞吐量上涨。
按区域来看，欧洲港口增速收窄，北美

港口增长稳定、南美港口增速下滑，亚洲港
口吞吐量保持稳定增长。

2018 年，欧洲经济增长放缓，以德国
为代表的制造业国家产业经济不景气，且
受英国脱欧以及意大利政局不稳等因素
影响，贸易需求有所减弱，港口吞吐量增
长受挫。同时，鹿特丹、安特卫普等欧洲
核心枢纽港在下半年出现较为严重的港
口拥堵，也对欧洲港口货量的增长带来一
定影响。主要港口中，鹿特丹港全年货量
仅增 1.6%至 4.75亿吨。

2018 年，美国在贸易摩擦与制造业回
归政策支持下，经济增长动力缓慢提升，
制造业 PMI 指数、投资者信心指数、消费
者支出等指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关税政
策落地前的“抢运”以及贸易磋商下的出
口量增加都支撑北美港口贸易增长。相
反，南美港口因经济基础较弱以及口岸条
件较差，贸易增长相对缓慢。

亚 洲 港 口 吞 吐 量 保 持 稳 定 增 长 。
2018 年，亚洲各经济体发展总体稳定，区
域内贸易及远洋贸易增长平稳。其中，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
额增长 13.3%。受益于亚洲区域贸易的
强劲增长，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稳定增
长，但增速略低于上年。东南亚经济增
速迅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等国 GDP 增速都在 5%以上，且受益于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货物贸易额
再创新高。但由于亚欧航线货运量下
滑，导致亚欧航线上转运东南亚港口货
物增长减缓。

2018 年，国际集装箱贸易保持
平稳增长，但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贸易摩擦升级，以及消费市场景气
度不高等因素影响，全球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增速较上年小幅下滑，同
比增长 4.67%至 7.82亿 TEU。

其中，亚洲集装箱量保持恢复性
增长 ,同比增长 4.8%至 4.2 亿 TEU。
新加坡港箱量则上升 8.9%至 3660 万
TEU，丹绒帕拉帕斯港集装箱量同比
提升 6.4%至 879万 TEU。

2018 年，欧洲经济表现疲软，但
受益于中国与欧盟贸易的双边增
长 ，欧 洲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同 比 增 长
5.0%至 1.35亿 TEU。

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强劲，集装
箱增速总体表现良好，但加拿大、墨
西哥等国家因与美国贸易摩擦和关
税配额纠纷持续发酵，导致港口贸易
发展不及预期，2018年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增长 6.07%至 6755 万 TEU。同
时，南美地区港口因美联储加息等一
系列政策，导致南美国际金融市场摇
摆不定、经济增长预期不佳，南美地
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仅增 1.36%。

近年非洲经济增长迅速，贸易潜

力巨大，尤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集装箱
贸易需求也日益增加。 2018 年，中
国等境外资本加大对非洲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中非、美非贸易活动愈加
频繁，在此背景下非洲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延续了上年度的缓和增长态
势，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787 万
TEU，同比上升 4.7%。

2018 年全球干散货港口吞吐量
仍处低速增长，主要干散货和小宗散
货海运量增长 2.4%至 52.10亿吨。主
要统计港口中，新加坡港是负增长幅
度最大港口，因港口业务转型和环保
政策使其干散货吞吐量出现 9.4%的
大幅下滑。澳大利亚黑德兰港由于
铁矿石贸易增速放缓，较上年下滑近
1.5 个百分点，而海因波特港一改受
恶劣天气影响颓势，同比增长 8.6%；
鹿特丹港由于炼钢厂高炉改造导致
钢铁行业需求停滞，以及散粮业务转
移至阿姆斯特丹，干散货吞吐量下跌
3.2%至 7762 万吨；巴西港则因为中
美贸易摩擦后，中国的大豆进口转向
巴西等国家，其干散货吞吐量则出现
逆势增长。

集装箱形势好于干散货

码头运营商表现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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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预测看，2019 年全球 GDP 增速
将持续收窄，国际经贸形势也正
变得越发难以琢磨，这些或将导
致 2019 年全球贸易及海运量增
长进一步趋缓。尤其新兴经济
体国家经济增速回落，贸易需求
放缓。而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优
先巩固本国产业和国内贸易，政
策选择更趋于保护，不利于国际
贸易发展。由此，预计 2019 年全
球港口吞吐量增速或将维持在
2.3%的较低水平，而集装箱贸易
有望继续维持 3.5%水平。

分区域看，亚洲港口增势降
低，欧美港口增势趋同。尽管
2018年面临中美贸易战等国际贸

易纠纷，但因阶段性实施的政策
预期，反使得更多企业选择尽快
贸易及提前运输，也对太平洋航
线的贸易增长提供了保障，但随
着运量规模的日益庞大，弧顶效
应逐渐显现。而欧美国家虽受贸
易摩擦影响，但由于互补性贸易
的市场弹性较低，欧美港口依然
维持涨势，且部分欧美港口增速
超过亚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

从 现 今 国 际 经 贸 发 展 看 ，
2019年全球集装箱港口货量增长
或将随之放缓。因为全球港口集
装箱贸易受国家贸易战和多/双
边贸易协定签署的影响更为明
显，因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增
加关税、增加配额的贸易协定将

在短期内减少集装箱商品贸易需
求，且在多国扶持本国产业发展
的刺激性政策下，一段时间互补
性贸易需求会有所降低。

但在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
化时代，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
长期必然无法生存，因为贸易
战的根本还是两国或多国之间
的互相伤害，不仅增加本国商
品制造成本，还将导致贸易型
服务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劳动力
流失。同时，随着跨境电商、国
际海淘模式的发展，国际商品
采购的热情将持续发展，加之

“集装箱化”运输的成本和安全
更有保障，今后国际集装箱贸
易仍具有充足发展潜力。

国际集装箱贸易
发展潜力足

2019 年全球港口建设投资
将延续审慎态度。过去 5 年港
口业的集中建设使得港口产能
在近年陆续释放，现今市场对一
般普通码头的新建和投资意愿
不强。同时，贸易增长的放缓导
致港口产能的扩张以及新港口
的建设风险激增，相应提升原有
港口功能、拓展临港增值服务的
项目备受投资者的青睐。

港口码头的功能与货源结构
和市场需求直接相关，而从国际
海运产业结构看，今后随着大宗
商品的贸易需求或将进入阶段
性高位，散货港口的运输需求将
有所下滑。集装箱运输因贸易
摩擦影响增势略有放缓，但区域
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需求依然存
在。预计 2019 年集装箱码头建

设需求仍将略好于散货码头。
另外，经过多年建设，全球的

港口码头资源已较为丰富，且岸
线资源占用较多。尤其发展中
国家在粗放型发展过程中也逐
渐意识到环境保护与居民生活
质量等问题，因此正逐渐从大规
模的港口建设转向港口资源的
整合与再利用。很多产能饱和的
枢纽型港口已陆续开始实施港区
搬移战略，例如新加坡港、釜山港
等都在积极推进新港区建设与旧
港区的搬迁，腾挪岸线资源，形成
更具竞争力的码头。预计 2019年
港口建设更多集中在现有港口资
源的整合再生产，以及港口搬迁后
新港区的崛起。

由于全球有价值的码头资源
越来越少，码头运营商投资也越

发谨慎，围绕已有港口的纵深进
行投资，通过完善物流设施，提
升原港口物流通达性已成为当
前全球码头运营商投资的主要
策略。 2019 年全球码头运营商
将继续贯彻这一发展策略，从码
头资产的投资更加趋向于上下
游产业及陆域纵深的产业投资，
在扩大资产规模的同时，有效提
升原有码头资产价值。在运营
上，全球码头运营商的箱量增长
或将趋缓，尤其是专业从事码头
运营而与船公司无利益关系的
全球码头运营商。

配套设施成为投资新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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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鹤年

新加坡港务集团集装箱码头。 本报资料室供图

国际经贸形势变幻莫测 经济增速持续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