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媒 体 报 道 ，当 地 时 间 3 月 7
日，马来西亚卫生部已经指示该国
交通部禁止所有外国邮轮停泊在其
境内港口。截至目前，至少有 3 个国
际邮轮游主要目的地国家拒绝旅游
邮轮停靠。多国发布的“禁入令”，

让邮轮企业的运营风险陡增。
在中国，为积极响应国家控制疫

情发展的需要，更好保护游客的人
身健康安全，各大邮轮公司纷纷取
消航程。

可以看出，此次疫情对不论是中

国还是国际邮轮市场都造成一定影
响,更是影响到了国际邮轮公司对中
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对我国邮轮市
场未来发展较为不利。如何做好邮
轮市场的恢复，保障邮轮市场平稳
发展成为近期业内关注的焦点。

邮轮公司不放弃中国市场

多管齐下尽快恢复运行秩序

邮轮运营按下“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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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保障我国邮轮行业在
疫情过后尽快恢复，有以下建议：

首先，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邮轮
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相关政府部
门应对邮轮相关企业提供快速响应
支持，在一些政策出台的基础上，对
行政事业收费、劳动用工、企业融
资、办公场所出租等方面给出相应
支持细则；应研究疫情结束后，鼓励
邮轮公司恢复母港运营的相关刺激
政策。

其次，加大对邮轮安全性的宣
传。政府应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对邮
轮业安全性给予真实解读，消除社
会上的一些误解，更多的宣传邮轮
旅游产品的属性和特征，为未来邮

轮恢复运营打好舆论基础。
第三，未来分省逐步恢复邮轮

旅游活动。在管理和监控乘客及船
员健康状况方面，邮轮相对是装备
较完善、经验最丰富的行业之一，因
此可根据各省区市应急响应级别的
调整，分省逐步适时恢复邮轮航线，
更好保障邮轮旅游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发挥邮轮保险体
系作用。在邮轮公司的保险旅行社
责任险和旅行社意外险等方面，协
调保险机构对因防控疫情发生的费
用优先处理，适当提高赔付额度。
强化保险保障作用，支持将旅游意
外险、疾病险等保险责任范围扩展
至新冠肺炎等。

第五，进一步完善休假制度体
系。我国现行休假制度是 2007 年
开始实施的，已经过了 13 年。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我国整体经济情况、
居民休闲行为和游客的消费行为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完全可以分
析讨论优化假期制度的可行性，比
如恢复“五一黄金周”，这也是更好
推动邮轮旅游市场发展的措施之
一。

第六，进一步推动邮轮旅游市
场政策创新，利用免签政策与中资
邮轮扩大入境旅游市场。要充分
利用免签政策，优化外国人入境查
验流程，开发更多更具吸引力的旅
游线路，更好促进入境邮轮旅游市

场的恢复。中资邮轮品牌的发展
不仅要以我国港口为母港，还要采
取全球化战略，将更多的邮轮布局
海外市场，参与邮轮市场的全球合
作与竞争。借鉴日韩入境邮轮旅
游市场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中国
母港出境旅游规模的做法，我国入
境旅游的发展也可以利用本土邮
轮品牌，以国外港口为母港，推动
更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开展入
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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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架构总体连续四周上行，BPI
与 BSI 继续保持连升涨势，BPI 率先
突破点 1000，BCI 结束跌势，大盘回
阳普照。

总体状况：
BDI 数值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

交易日 1796 个，高于 2000 点占 64 个
交易日即 3.56%，2000-1000点区间占
828 个交易日即 46.10%，低于 1000 点
占 904 个交易日或 50.33%。今年以
来已连续 10周困居千点之下。

BDI：本周 BDI 连续三周全五升，
收盘值 617点，周均值 573点，同比去
年的 660 点低 87 点或 13.18%。本周
BDI 四项指标继续全部高于上周，缩
短了大幅度全低于去年终期的差
距。

BCI：本周 BCI 三跌二升，收盘
值-312 点，周均值为-287 点，同比去
年的 279点低 612点或 219.35%。

BPI：本周 BPI 亦连续三周全五
升，收盘值 1070点，周均值 981点，同
比去年的 765 点高 134 点或 17.52%。
本周均值同比 BCI 继续反超 1314 点
或 394.59%，较上周缩 4.71%的逆差。

BSI：本周 BSI 亦连续全五升，收
盘值 688点，周均值 652点，同比去年
的 781点低 129点或 16.52%。

涨跌势：
BDI延续上周第 1波涨势为 16连

升，累增 38.24%。BCI 以 6 连降终结
第 2 波跌势，累增-45.25%。BPI 延续
上 周 第 1 波 涨 势 为 22 连 升 ，累 增
73.83%。BSI 延续上周第 1 波涨势为
16连升，累增 38.65%。

营运状况：
本周主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海岬型船净增 268美元，较上周高
781美元或 152.54%，周均值较上周低
102美元或 4.19%，为 2331美元。

巴拿马型船净增 1463美元，环比
上周高 403 美元或 38.02%，周均值较
上周高 1105美元或 17.30%，为 7493美
元，同比海岬型船续反超 5162美元或
221.45%，较上周大扩 58.89%的逆差。

超灵便型船净增 897 美元，环比
上周低 3美元或 0.33%，周均值较上周
高 837美元或 13.22%，为 7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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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 美元，同
比去年的 4236 美元低 2106 美元或
49.72%。

巴拿马型船收盘为 8274 美元，
同比去年的 7195 美元高 1079 美元或
15.00%。

超灵便型船收盘为 7564 美元，
同比去年的 8777 美元低 1213 元或
13.82%。

按收盘值粗略估算，海岬型船营
运亏 7.4 成，较上周减亏 0.2 成；巴拿
马型船扭亏转盈 0.1 成，较上周减亏
1.7 成；超灵便型船盈 4.6 成，较上周
增盈 1.7成。

走势看点：
本周从海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周

增幅与 BCI 相比较来看，以 12.01%对
3.85%，落差 8.16%，较上周的 19.40%
缩 11.24%差距，再度尝突围。巴拿马
型船对 BPI 为 3.07%落差，较上周的
2.48%缩 0.59%的差距，走势至稳；超
灵便型船与 BSI 落差为 0.14%，较上
周的 0.03%扩 0.11%的差距，依然平
稳。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孙 丹 妮）近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19 年水路运
输市场发展情况和 2020 年市场展
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称，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国内航
运市场承压。其中沿海干散货运输
市场仍将延续弱势行情；沿海原油
运输行情稳定，成品油水运量增加；
沿海化学品和液化气运输需求有所
增长，运力结构进一步优化；沿海集
装箱运输市场供需均有一定增长，
但运价下行压力较大。

报告分析，2020 年，我国经济下
行压力将较大，特别是受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沿
海干散货运输需求增长有限，新增运
力短时间内难以消化，运价走势难以
乐观；由于运输供需双方长期合作，
市场基本平稳，沿海原油运输行情将
继续保持稳定；沿海化学品和液化气
运输需求有所增长，运力结构进一步
优化；内贸集装箱运输市场由于前期
大规模投入的船舶运力有望得到部
分消化，但国际航线部分运力仍有可
能梯级置换投放至国内市场，运力供
过于求的情况仍将存在，运价低位运
行的可能性较大。

对于 2020年国际航运市场，报告
称，干散货运输市场供过于求，运价
面临下行压力；油轮运输供求改善，
运价继续回升；集装箱运输市场小
幅回暖，贸易发展形势对市场运价
上涨产生一定阻力。

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
铁矿石主要生产国恶劣天气等突发
因素影响，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形势
不容乐观。全球油轮则需求继续增
长，并超过运力增长，运力过剩程度
较 2019 年略微好转，但受新冠肺炎
疫情打压原油需求影响，运价涨幅受
限。同时，全球经济走势、原油价格
波动、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中东地缘

政治发展等因素，都将给油轮运输市
场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报告分析认为，全球集装箱运输
市场需求将增长 2.4%，较 2019年上升
0.6%，船队运力规模增长 3.0%，船舶
大型化趋势延续，万箱及以上大型集
装箱船舶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市场运
力供需矛盾仍将持续。同时，全球贸
易形势仍存在恶化的可能，受部分国
家继续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和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贸易发展形势不容乐
观，市场运价面临下行压力。

此外，该报告对 2019年国际国内
水运市场也作了回顾总结。2019 年
国内沿海航运市场总体平稳，其中干
散货运输市场供需矛盾持续，新增运
力消化缓慢，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
全年平均值为 1059.98 点，同比下跌
7.8%，煤炭、矿石和粮食运价指数同
比分别下跌 9.7%，11.5%和 13.6%。液
货危险品运输市场运力供给相对富
余，沿海原油运输行情总体稳定，散
装液体化学品船运输船舶运力供给
略有富余，全年沿海省际液化气船运
输价格水平继续回升。

2019 年国内集装箱运输市场则
因 为 运 力 大 量 投 放 ，运 价 有 所 上
升。沿海港口内贸集装箱运量同比
增长 4.5%，增速有所放缓。煤炭等
货物“散改集”仍是推动沿海集装箱
运量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前两年大
量新增运力使得市场仍面临着化解
过剩运力的压力，运输市场集中度
有所上升，船舶大型化趋势仍在持
续。全年的内贸集装箱运价指数总
体呈“V”型走势，春节后总体下行，
到 8 月初触底反弹，全年沿海集装箱
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1221.1 点，同比上
涨 8.4%。

2019 年的国际航运市场表现则
为干散货市场总体平稳，集运市场
平稳，原油市场探底回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1 月 24 日，文
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全力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暂 停 旅 游 企 业 经 营 活 动 的 紧 急 通
知》，所有的出境旅游业务即日起暂停，
各邮轮公司开始先后宣布临近航次停
运计划。截至 2 月底，各邮轮公司预计
约 50 个航次近 20 万游客被取消，邮轮港
口也暂停所有营运。

从 1 月 25 日开始，歌诗达邮轮已经
暂停赛琳娜号、新浪漫号、威尼斯号等邮
轮在中国市场的母港运营。皇家加勒比
也宣布“海洋光谱号”暂停运营 3 月 28 日

（含）之前的上海出发航次。
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对访问港邮轮造

成影响，诺唯真游轮取消“诺唯真之勇
号”从 4 月 15 日到 12 月 7 日在亚洲运营
的所有航次，将该邮轮重新部署到今年
夏季的地中海东部地区。荷美邮轮则宣
布在 3 月 28 日前，所有停靠中国港口的
计划全部取消。

邮轮港方面，1 月 25 日，广州港国际
邮轮母港发展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广州南
沙国际邮轮港暂停运营的公告》，提出广
州南沙国际邮轮码头将暂时停止邮轮相
关业务。而深圳招商蛇口邮轮母港也暂

停了邮轮停靠，并调减港澳和珠海航线客
船班次。

1 月 30 日，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与水路运输保障有关工
作的紧急通知》，提出在国际邮轮运输方
面，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卫生
健康、文化旅游、海关等部门，积极指导
国际邮轮公司开展邮轮运营疫情防控风
险评估，审慎决定暂停航线的恢复，切实
做好邮轮疫情防控工作。

业内普遍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预计 2020 年中国邮轮市场规模将下
滑。

由于市场停摆以及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先后宣布禁止国际邮轮停靠，国际
邮轮旅游市场可谓损失惨重，某些大型
邮轮公司因为取消在华航次，初步估算
直接损失在 7-10 亿人民币左右，航次少
一点的邮轮公司的损失也在 5000 万左
右，间接损失则更大。

我国邮轮市场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
邮轮港，特别是靠泊量较大的邮轮码
头。这些邮轮码头的收入主要依赖邮轮
靠泊产生的靠泊费和游客服务费。此次
疫情造成大量邮轮航次取消，意味着邮

轮港收入将受到冲击。
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例，若 5

月可恢复运营，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
5000 万元。而全国其他港口如天津港、
广州港、厦门港等同样也是损失巨大。
除了邮轮港口，与邮轮靠泊紧密相关的
进出境免税店、邮轮港广告业务、邮轮船
供、邮轮旅行社及相关商业服务设施等
也纷纷失去了收入来源，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国邮轮行业造成的损失预计达
10亿元左右。

虽然疫情对我国邮轮市场短期内造

成了冲击，但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增长
潜力的新兴市场，也是邮轮公司全球战
略布局重要市场，各大邮轮公司并不会
因一次疫情就轻易放弃中国市场。皇家
加勒比国际游轮就提出，待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后，2020 年中国母港市场的部署
仍将继续，2021 年旗下绿洲系列最新最
大游轮“海洋奇迹号”也会如约而至，打
开中国邮轮市场的新篇章。歌诗达则表
示，其旗下四艘邮轮都在港口待命，利用
这一时机优化船上产品及服务，“佛罗伦
萨号”也会如期布局中国市场。

“歌诗达·幸运号”靠泊大连港。 本报资料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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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内外航运市场
承压前行

（上接第 1 版）
殷骏提出，应尽早制定疫情特

殊时期遭遇船员在外国港口突发
疾 病（非 新 冠 肺 炎）救 治 指 导 方
案。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
船 员 生 命 体 征 出 现 异 常 第 一 时
间，迅速判断其是否需要紧急下
船医疗，必要时咨询专业医事人
员，了解疾病情况、发展态势。航
运企业可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事先
做出安排，安排可作出专业、及时
判断的医疗咨询与远程诊断的资
源，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符合实
际情况，具有事实与科学依据的
情况报告，以在船员救治过程中
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最大程度方
便拟靠港、上岸国家相关机关做
出判断并予以审批，以缩短延迟
开航、卸货周期，保障救治及时有
效。同时，应提前了解该国就上
岸许可、上岸医疗等程序方面现
行的特别规定以及是否存在其他
双边或多边协议，保障中国船员上

岸医疗可行性。此外，针对上岸医
疗费用，提前准备充足资金，必要
时做好提供财务担保准备，同时应
当与船舶保险机构、船舶代理、海
外派出机构，尤其是我驻当地使领
馆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并求得有
效帮助，形成紧急情况下的救助合
力，确保船员生命安全。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
少人的心理受到挑战，船员亦是如
此。”殷骏认为，及时加强船员的心
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也是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企业复
工复产的重要一环。他建议，船公
司应安排心理咨询师通过海事通信
网络信号及全球通网络信号对船员
给予适当的心理咨询；也可利用上
述通信通讯网络为船员提供在线职
业培训，定时定量在线上展开，培
养相关的技能；每天健康打卡，同
时关心未上船的船员是否接触感染
人群，大力鼓励（尤其是被隔离的）
船舶开展健康有益的娱乐项目来疏

解船员紧张情绪，必要时船东或船
公司应给予网络信号方面的优待。
对于被隔离的船员，海事局、船舶
所属航运企业、船东等应下达相关
文件，要求船舶代理或者码头相关
负责人对船员伙食及个人生活用品
进行统一采购并送到船上，积极配
合船员在船上安心生活、隔离，避
免船员冒险下地产生交叉感染，导
致航运企业停航，对运输业带来更
大损失。

殷骏还谈到，在不同法律制度
下，疫情的影响是否构成免责条
件，或者成为变更、解除合同的条
件，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我国
的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之间也存
在同案不同判现象。“船货三方重
在协商，争取互谅。”殷骏向记者进
一步解释，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国
采取进一步防疫措施导致海上货运
合同履行迟延、难以乃至无法履
行。因此，应尽快就该情况通知合
同相对方，并积极与托运人进行友

好磋商，既争取对方谅解，尽量为
自己争取调整时间和空间，同时也
密切关注对方可能违约的风险。如
各方能积极沟通协商，从大局出
发，选择损失最小，风险最小的方
式解决，即是对协议各方均是最佳
的选择。

当然，为避免损失扩大，航运企
业应及时将相关情况通知客户，第
一时间采取减损措施，不轻易承诺
赔偿。殷骏认为，在未明确疫情是
否属于不可抗力，或双方未明确具
体的补救措施之前，外贸企业不应
轻易向国外客户承诺赔偿，避免发
生虽属不可抗力，却被对方主张因
双方已另行达成约定，故仍应履行
赔偿义务的情况。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
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我们期待，
有更多“干货满满”的政策措施及
时出台，给航运企业和广大船员带
来“及时雨”，树立起正向预期、增
强发展信心。

心系船员共同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