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区港口资源整合稳
步推进是今年上半年港口业
最显著的态势。1月 4日，辽
宁港口集团正式挂牌；5 月
18 日，中远海运确定与海南
省以港航控股为平台开展股
权合作，中远海运将通过下
属全资子公司持有港航控股
45%股权；7 月 16 日，中共山
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人民
政府省长龚正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称，目前山东省已将渤海湾
的滨州、东营、潍坊的港口实
质性整合，成立渤海湾港口
集团，最近正推进青岛港和
威海港实质性整合。

天津港对公司下属子进
行了股权整合，由集装箱公
司吸收合并东方海陆公司
和五洲国际公司，以实现津
港东突堤区域集装箱码头
的统一运营和管理。此外，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江西省
港口资源整合工作方案》，统筹谋
划全省港口资源整合，力争在 2020
年实现全省港口“一省一港一主
体”一体化发展目标。

港 口 整 合 让 企 业 焕 发 了 活
力。辽宁港口集团有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截至 5 月底，该集团货
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均
呈两位数增幅，经营效益增势稳
健，港口整合优势得到持续释放。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李振福认
为，中国目前经济和贸易上的发展
已经非常成熟，而在货物贸易方面，
港口作为沿海城市窗口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自 2015年以来，很多
省市都开启了港口整合大幕，从浙
江省海港集团到江苏省港口集团再
到今年的辽宁港口集团，这一系列
的做法都显示出我国未来很多港口
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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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半年我国港口业取得的
成绩，行业专家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但他们也指出，我国港口发展中仍然
存在一些短板，还需继续努力。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在绿
色港口建设过程中，污染物接收、岸
电应用、岸线的集约利用等方面还存
在一些问题。“拿岸电推广应用来说，
由于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加上安全性
考虑，不少船舶使用岸电的意愿并不
强烈。虽然一直在宣传使用岸电，但
效果不是很理想。”

有业内专家建议，船舶使用岸电
推广可从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入手。促
进交通、能源等相关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有关企业在标准制修订方面加强
沟通、合作，做好行业间标准的衔接，
共同推动建立涵盖岸电设施建设、设
备配置、运营操作等全链条的岸电标
准体系；针对沿海和内河岸电特点，组
织制修订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和船舶岸电技术规范。

至于岸线利用，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这需要顶层设计、从源头控制。他
们认为，6 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与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严格管控长江干线港口岸线资源
利用的通知》就很好地为长江港口岸
线合理利用指明了方向。

对于一直热度不减的港口整合，
专家们认为，整合只是开始，让经营
主体能高效运作才是最后目的。李
振福指出，虽然港口整合能给港口带
来机遇，但不能盲目地为了整合而整
合。“要提高运营效率，要保持各个主
体的经营自主性以及竞争力，否则会
造成效率没有有效提高乃至过度竞
争的局面。”此外，对于整合过程中的
困难和挑战要有思想准备。“比如青

岛港与威海港整合只签署了协议，整
合工作还在推进，但是要达到‘一省
一港’的目的，山东省还要整合青岛、
烟台、日照以及渤海湾港四大集团，
这其中包含有三个超过吞吐量超 4亿
吨的大港、有两家上市公司，都有各
自的运作机制和投资性质，且没有任
何整合的先例，难度不小。”李振福说
道。

李振福建议，对于港口整合首先
应该集合多方的努力，除了港口、港
航集团和大型运输公司外，政府也
应该大力支持，帮助相关企业进行
宣传，吸引技术型人才；出台一些有
利的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组织
银行和相关企业对接，对港口进行
投融资，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其次
要完善港口资源整合的模式，除国
内的港口以外，还应对国外众多港
口及资源整合模式进行调查，结合
多方的经验，深入分析港口整合的
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沿
海海岸线较长，各个港口之间还是
有一定的距离，所以通过跨区域建
设经营港口基础设施，实现区域内
港航资源的合理配置及优化整合，
这样可以促进港口的合理分工以及
区域港口群的协调发展。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徐剑华则认
为，只有更市场化的方式才能形成更
为良性的市场竞争。比如中远海运
在海南的一系列战略合作以及招商
局集团对辽宁港口的整合工作，都显
示了良好的港口整合发展趋势。

对于港口业下半年的整体发展形
势，徐剑华向记者表示：“港口业在下半
年仍会受到贸易战关税政策的一定影
响，但由于关税涉及货物的运输方式具
有较强的可替换性，整体影响不大。”

上半年港口业稳健发展显活力上半年港口业稳健发展显活力
资源整合升级 数字技术加持

□ 全媒记者 陆民敏 杨雪

转眼 2019 年已过半,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各地港口通
过调整港口资源配置焕发了港口企业新的增长活力；同时通过
运用数字技术加速智慧港口建设、提高生产效率，成功化解因
为国际经贸环境不稳定带来的吞吐量下滑的压力，吞吐量虽有
波动，但总体保持增长。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前 5 月，全
国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为 55 亿吨，同比增长 6.7%。与此同时，

我国港口还在降低口岸费用、推动绿色港口建设上主动
作为，为我国经济、环境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港口业上半年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有关专家
也指出，我国港口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努
力。比如港口整合还需提高经营主体运营效率、岸电推
广效果还不尽如人意等等。

各港为增强自身竞争力，今年以
来都加快了以 5G技术为主导的智慧
港口建设、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宁
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建立了 5G港口基
站，网络覆盖面积达 45 万平方米。
宁波舟山港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应用，不仅促进 5G技术与智慧港口
进一步融合，也为港口融入‘一带一
路’、由大向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开
了新通道。”

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则成

功实现了毫秒级延时的工业控制信
号和高于 30 路高清摄像头视频数
据在 5G网络的混合承载；天津港在
5G 技术以及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
助力下，集装箱码头作业效率较年
初增长了 33.9%，天津港也成为全
国第一个采用新一代 5G 通信技术
实现人工集装箱岸桥自动化控制作
业的港口、第一个采用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实现码头设备自动导引与精
确定位的港口。

李振福对 5G技术在港口的应用
给予了肯定。李振福告诉记者，
5G 较 4G 有着较大优势，有多链接、
低延迟、速度快等特点。多链接意味
着可以把港区中的无线工作设备集
中在一块区域来进行控制，无需设置
多区域，误差小、运营维护成本低；低
延迟意味着远程控制操作与现场操
作几乎没有差别，完全实现实时控
制，可以减少因延迟可能会带来的风
险；速度快意味着相关管理人员可以
随时获取所需数据，减少获取数据所
等待的时间，提高运营效率。

在降低港口作业环节合规成本
方面，国家出台政策，港口企业积
极落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
先后多次修改《港口收费计费办
法》，完善港口收费政策，降低了货
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引航
（移泊）费收费标准，航行国内航线
船舶拖轮费的收费标准分别降低了
15%、20%、10%和 5%。如今，港口
经营性服务收费项目 45 项减少至
11 项，涉及港口收费的两件规章和
9 个规范性文件的近 200 条规定合
并精简到 50条。

此外，港口还下调了外贸进出
口 集 装 箱 装 卸 费 用 。 有 报 告 指
出，我国沿海港口集装箱装卸费
平均下调幅度在 10%-20% 左右，
广州港降幅达 27%、深圳盐田港区
降幅为 30%，蛇口及赤湾港区则达
到 33.3% 。调降港口收费标准有
效减少了物流成本。有专家告诉
记者，据测算，通过精简港口收费
项目和条款及三轮降低港口收费
标准，每年可为企业减轻负担达
62.6 亿元。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港口人士告

诉记者，与国外相比，我国大陆沿
海主要港口外贸集装箱装卸费和堆
存费其实不高。港口装卸费除深圳
港外，其余大陆沿海港口均在人民
币 500 元 /TEU 左右，而港澳台及国
外主要港口集装箱装卸作业费都在
人民币 630 元 /TEU 以上，鹿特丹港、
汉堡港、洛杉矶港等欧美主要港口
均超过人民币 1100 元 /TEU。堆存
费方面，国内外堆存保管费普遍采
用“免堆期+阶梯价格”模式，整体
来看，国外港口免堆期外阶梯费率
普遍大幅高于国内港口。港口调降
费用，是用真金白银助力改善口岸
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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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天津港东方海陆集装箱码头。 本报资料室供图

本周 BCI 与 BPI 带同 BDI 在上行通道
大幅减速，唯 BSI 小幅加速，这是市场自
律调节制衡的稳步上行态势。本周除
BSI 外，BCI、BPI 带同 BDI 将年内峰值推
向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持续增长的良性
状态。

总体状况：
BDI 数值从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交

易日共 1633 个，2000 点以上占 28 个交易
日即 1.71%，2000-1000 点区间占 748 个交
易日即 45.81%，1000 点以下占 857 个交易
日 即 52.48% ，合 计 1605 个 交 易 日 即
98.29%在 2000 点以下。今年 1 月 23 日至
5 月 9 日累计 71 日跌破千点，5 月 10 日至
本周五已累计 45 日超越千点，表明市场
在上行通道稳步前进。

BDI：本周 BDI 一降四升，收盘值 1865
点，环比上周高 125 点或 7.18%，较上周的
28.51%锐减 21.33%；周增幅 7.02%，较上周
低 18.90%;年内净增续升为 43.44%；周均
值 1788 点环比上周高 225 点或 14.40%，较
上周的 19.31%减 4.91%；同比去年的 1610
点高 178 点或 11.06%，去年同期周增幅为
2.81%，比本周低 4.21%。本周 BDI 四项指
标连续第四周全部高于上周，其中最高值
高 125 点 或 7.18% ，最 低 值 高 344 点 或
24.91%，本周四项指标再度全部高于去年
末周，表明整体已稳超去年终期水平。

BCI：本周 BCI 亦一降四升，收盘值
3541 点 ，周 增 幅 5.82% ，较 上 周 骤 低
25.06%，年内净增续升至 162.94%。周均
值为 3384 点，较上周的 22.31%减 8.41%；
同比去年的 2960 高 424 点或 14.32%，去年
周增幅为 3.00%，比本周低 2.82%。

BPI：本周 BPI 连续第三周全五升，收
盘值为 1945 点，周增幅 15.82%，较上周的
26.64%低 10.82%；年内净增续升为 36.50%；
周均值 1810 点，同比去年的 1465 点高 345
点或 23.55%，去年周增幅为 12.77%，比本周
低 3.05%。本周均值同比 BCI 低 1574 点或
46.51%，较上周缩小了 3.98%的差距。

BSI：本周 BSI 连续第四周全五升，收
盘值为 879 点，周增幅为 7.01%，较上周高
2.87%；年内净增续升为 -8.29%；周均值
850 点，较上周高 339 点或 23.05%，较上周
的 23.20%减 0.15%；同比去年的 994 点低
144 点或 14.49%，去年的周增幅为-0.40%，比本周
低 7.41%。

涨跌势：
BDI、BCI 本周无 5+连升（降）涨（跌）势。BPI

延续上周第五波涨势为 15 连升，累增
57.98%，本周占 15.82%。BSI 延续上周第
五波涨势为 21连升 ,累增 21.51%，本周占
7.01%。

营运状况：
本周主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海岬型船净增 945 美元，环比上周低

6139美元或 86.66%，抵冲上周的 401.34%，
尚积余 314.68%；年内净增续升至 11447美
元；周增幅为 3.60%，环比骤减 26.79%，年
内净增续升至 82.94%。周均值较上周高
3208美元或 13.75%，为 26537美元。

巴拿马型船净增 2241 美元，环比上
周低 753 美元或 25.15%，年内净增续升
至 3796 美元；周增幅为 15.85%，较上周
低 10.46%% ；年内净增续升为 36.93% 。
周均值较上周高 2692 美元或 22.89%，为
14455 美元，同比海岬型船低 12082 美元
或 45.53%，较上周缩小 4.05%的负差。

超灵便型船净增 677美元，环比上周高
256美元或 60.81%，年内净增续升至-1103
美元；周增幅为 6.99%，较上周高 2.40%，
年内净增续升至-7.31%；周均值较上周
高 536美元或 5.80%，为 9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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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89 美元，较上周
高 945 美元或 5.75%；去年同期为 24287
美元，比本周低 3102美元或 11.33%。

巴拿马型船收盘为 15536 美元，较上
周高 2241 美元或 16.86% ；去年同期为
12233美元，比本周低 3303美元或 21.26%。

超灵便型船收盘为 10112 美元，较上
周高 677美元或 7.18%。

按收盘值粗略估算，海岬型船营运续
盈 21.2成，较上周增盈 1.0成；巴拿马型船
续盈 10.9成，较上周增盈 3.0成；超灵便型
船续盈 11.5成，较上周增盈 1.4成。

走势看点：
本周BDI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率如下：

BDI 续升至 43.44%，BCI 续升至 162.94%，
BPI续升为 36.50%，BSI续升为-8.29%。

本周大盘减速续升，从海岬型船运
价日均获利周增幅与 BCI 相比较来看，
以 3.60%对 5.82%，落差为 2.22%，较上周
的 1.73% 略扩 0.49% 的差距，与上周等

值，表明相当稳定；巴拿马型船对应 BPI 为 0.03%
落差，较上周又缩 0.30%的差距，超灵便型船与
BSI 落差为 0.02%，较上周缩小 0.42%的差距。总
体来看，各型船营运都处于平稳增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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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

运价指数（WSCFI）为 1035.35 点，较

上期下跌 1.09%。

本周 12 条主要航线运价 6 条下

跌、6 条上涨。随着前期出运高峰的

消退，市场货量开始萎缩，运价开始

大幅回落，日本关东以及韩国航线运

价分别下跌 9.05%、7.16%；美西、美东

以及欧洲航线装载率普遍回落，市场

运价分别下跌 5.29%、1.94%、3.41%；

南美西航线因部分班轮公司下调即期

运价争抢货源，导致航线市场整体运

价小幅下滑 0.71%。台湾航线近期市

场货量充足，航线装载率处于高位，

班轮公司尝试推涨，拉动运价大幅上

涨 4.06%；地中海、波斯湾/红海航线随

着传统旺季来临，货量出现增长，装

载率显著提高，市场运价稳中略涨，

涨幅分别为 3.65%和 2.95%；南非、澳

新航线运输需求回暖，供需关系有所

改善，运价分别增长 3.21%、2.56%；东

南亚航线运量保持平稳，运价微涨

0.9%。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周评

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销售淡季量价齐跌 运价指数跌破千点
本期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

输综合运价指数（CARFI）为 949.88
点，较上期下降 7.79%。

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滚装整体

运 量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 其 中 ，上 水

航 线 运 量 大 幅 下 降 ，降 幅 达

33.6%，部分航线运价下跌 18.84%；

下 水 航 线 部 分 运 量 骤 减 ，但 整 体

运量上升 5.44% ，整体运价跌幅达

22.63%。

7 月为传统汽车销售市场淡季，

销量下滑导致商品汽车运量不足。

受下水部分航线运量骤减及运价整

体下滑影响，导致本期指数环比跌

幅较大。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运量萎缩运价稳定 煤运市场总体平稳
本周，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

运价指数（CCSFI）为 1102.82 点，较

上期上涨 0.28%，长江煤炭运输市场

保持平稳。近期，台风临近长江流

域，对海进江运力周转形成制约，由

于下游长江港口卸货困难，等待时

间延长，航线运力有所减少，煤炭运

量较上周减少 9.87%。近期燃油价

格上涨，船舶运营成本增加，支撑船

东挺价，大部分航线运价维持稳定，

少部分航线运价微涨。综合来看，

长江煤炭运输市场需求不足，运价

上涨缺乏支撑，市场行情总体稳定。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部分航线运量萎缩 运价指数出现回落

5G赋能效率提升

2019上半年，我国港口业在绿色
港口建设方面成绩不小。6月 17日，
我国沿海港口具备岸电供电能力最
大、泊位数量最多的集装箱码头——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在《亚洲货运资
讯》（Asia Cargo News）主办的亚洲货
运、物流及供应链大奖颁奖典礼上荣
获“最佳绿色集装箱码头”大奖。

秦皇岛港则建立了覆盖整个港

区海岸沿线的“湾长制”综合监管体
系，开展海岸沿线环境卫生集中攻坚
整治，全面提升港口海岸沿线环境状
况。同时该港还在东西港区各搭建
一套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实现
了与秦皇岛市同步监测运行。

青岛港全力推进董家口港区“公
转铁”。董家口疏港铁路及配套专用
线 3月 6日投入试运营，今年矿石“公

转铁”估计有 1000万吨，该专用线预
计能年减少运输车辆约 25 万辆，年
减少运输车辆油耗 3500万升，年减少
公路运输二氧化碳排放约 9.6万吨。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近几
年，在绿色港口建设方面，各港口
一 直 都 在 加 大 投 入 ，持 续 建 设 。
今年 4 月，“宁波港绿色港口项目”
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标志
着几年来持续进行的宁波港绿色
港口建设取得圆满成功。

“绿色”建设成绩斐然

降费释放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