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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紧缩型
货币政策持续利空未来经济，航运市场作
为与经济走势高度正相关的产业之一，持
续向好发展势头也面临冲击。

从市场需求来看，今后一段时间，终端
消费有望企稳增加。

国际上，俄乌冲突将继续放大全球性
能源供需矛盾，区域性煤炭紧缺问题进一
步恶化。欧盟已从 8 月 1 日禁止进口俄罗
斯煤炭，预计将导致全球煤炭存在 10%的
供给缺口，欧洲国家将进一步被迫进口更
多煤炭加以补充，加大了对澳煤和印尼煤
炭的需求。

此外，今年高温天气远超往年，印度、日
本、韩国对动力煤的需求仍将维持高位。

从航程来看，欧洲至俄罗斯的煤炭运
输时间为往返一趟 10 天左右，到南美往返
一趟超过 35 天，到澳洲往返一趟要 90 天，
大幅提升运距，利好巴拿马型船舶运费企
稳上行。

国内方面，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占

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 70%以上，下阶段基
建发力和钢厂利润逐渐修复将推动铁矿石
需求增加。

而国内经济稳增长政策将刺激下游制
造业有序恢复。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增
速仅 2.5%，不及预期，7 月制造业 PMI 指数
49.0 也低于往年水平，为实现全年增长目
标，政府下半年的目标之一就是抗击疫情，
推动复工复产，提振经济。国务院已推出 6
方面 33 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旨在实现经
济复苏，基建项目投产提速成为共识，推动
铁矿石需求增长。

另一方面，国内钢材市场有望持续改
善。今年上半年粗钢、生铁同比分别减产
6.0%、2.6%，今年剩余时间内钢厂生产受限
产政策约束压力将有所缓解；钢厂盈利率
继续回升，对于铁矿石的采购预期将会回
调。综合来看，铁矿石需求回升将利好海
岬型船舶运费止跌上涨。

从运力供给来看，全球散货船运力供
给趋缓。

由于上半年全球经济走势并不明朗，
大宗商品需求端不确定性增强。而船东仍
需考虑新船价格不断上涨、交船时间较长、
船队运力过剩等一系列常规因素，新造船
订单量仅占现有运力规模的 7%。

据克拉克森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全球
散货船交付量将比去年大幅缩减 37%，同
时海岬型、巴拿马型等船型旧船报废速度
加快，导致全球散货船运力供给增幅进一
步放缓。

此外，绿色船舶发展加剧运力短缺。
随着国际海事组织全球航运温室气体减排
战略持续推进，以及我国提出的“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对船舶工业绿色发展提出新
的要求，导致干散货船东对下单新燃料船
舶的顾虑较多，认为当前市场的主客观因
素均未到达投资的最佳时机，这导致运力
扩张速度放缓。

综合来看，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在原
材料需求恢复的带动下，运价于 8 月底至 9
月初开始将有机会迎来一波小幅回涨。

武汉航运中心铁矿石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需求偏弱运量下滑
运价波动指数上行

本期武汉航运中心铁矿石运输综合运价指数

（WOSFI）为 472.78 点，较上期上涨 9.85%。

本周铁矿石市场供需双弱格局持续，钢材需求

恢复不及预期，港口铁矿石成交量环比有所下跌。

钢厂对于铁矿石采购依旧谨慎，本周铁矿石运量较

上周减少 24.89%。预计后期随着“金九银十”季节

的到来，矿石需求量将有一定程度回升。供应方

面，近期长江流域水位下降，虽可用运力有所减少，

但面对铁矿石运输需求不足，船东为维持运营降价

揽货，整体航线运价较前期持续下滑。本周受个别

航线运量恢复影响，综合运价指数有所上行。本周

各典型航线运价涨跌不一、但波动幅度不大。

错峰用电日耗维稳
运价上涨指数上行

本 期 中 国 长 江 煤 炭 运 输 综 合 运 价 指 数（CCSFI）为

800.64点，较上期上涨 0.50%。

近期全国多地遭受持续高温天气，用电量迎来高峰，但

长江沿线地区针对企业用电采取了错峰政策，煤炭日耗量

较前期稳定，本周长江煤炭运量较上周下跌 4.74%。预计后

期煤炭运输需求仍将保持高位。受长江流域水位持续走低

影响，导致运力减少、装载率降低，船东报价持续上涨，带动

综合运价指数上行发展。典型航线方面，本周整体航线运

价呈上涨态势，除张家港/太仓—九江、江阴/张家港仓—铜

陵航线运价下跌外，其余航线运价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汛期反枯水运受阻
运力收紧指数上扬

本 期 中 国 长 江 商 品 汽 车 滚 装 运 输 综 合 运 价 指 数

（CARFI）为 1086.68点，较上期上涨 1.42%。

近期长江流域连续高温出现“汛期反枯”现象，长江流

域水位持续走低，给商品汽车滚装运输带来不利影响。同

时商品车销售市场增速放缓，滚装运输货源及运力水平均

有 所 下 降 。 本 周 长 江 整 体 商 品 车 滚 装 运 量 环 比 下 降

34.78%，其中，上水航线运量下降 14.63%，下水航线运量下

降 40.60%。航运企业收紧运力，航线平均运价上涨，带动指

数上行发展。

需求低迷跌幅扩大
运价指数跌破四千

本 期 武 汉 航 运 中 心 出 口 集 装 箱 运 价 指 数

（WSCFI）为 3922.15点，较上期下跌 3.53%。

本周集运市场运输需求持续低迷，航线运价跌

幅扩大，12 条主要航线中 11 条航线运价下跌，1 条

航线运价上涨。其中，波斯湾 /红海市场运输需求

不足，运价下降 2.97%；欧洲、地中海受经济衰退和

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运输需求低位徘徊，运价分别

下降 1.50%、1.84%；南美西市场运输需求减弱，运

价下降 5.53%；美东、美西市场运输需求回落，大量

商品滞销、库存积压严重，港口效率降低，运价大

幅下调 6.42%、6.98%；南非（德班）市场供需面平

稳，运价微降 0.26%；亚洲市场行情小幅调整，其

中，东南亚、中国台湾、日本关东航线运价分别下

降 2.06%、0.75%、0.49%；韩国釜山航线运价上涨

1.60%；澳新市场供需面良好，运价下跌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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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怎么了 □ 张磊磊 童昕鹏

2022 年上半年，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
在油价飙升、运距拉长等因素叠加支撑下
保持较好走势，BDI（波罗的海干散货运
价指数）一度重新站上 3000 点，达到半年
来最高。

然而下半年以来，尽管进入传统海运
旺季，但在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强、油价
回落、可用运力增多等影响下，国际干散
货运价连续下挫。8 月 12 日 BDI 为 1477
点 ，同 比 下 跌 57.8% ，触 及 半 年 来 最 低

点。三大主要船型租金运价均呈下滑趋
势 ，其 中 BCI、BPI、BSI 同 比 分 别 下 跌
71.5%、46.3%、48.3%。

运价持续下探引发大众对航运市场
后市担心。经分析，笔者预计，三季度俄
乌冲突所引起的能源短缺将持续发酵；
同时，在中国各项稳增长的经济政策刺
激下，全球煤炭和铁矿石的增长需求偏
向乐观，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仍存在上
涨机会。

上半年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制
裁，使得俄罗斯原油出口受阻，引发全球能
源供给紧张情绪，国际原油价格大幅飙涨。

但近期，美联储加息节奏加快，且欧元
区通胀日益高企，欧洲央行近 11 年来首次
加息。市场对于滞胀风险升级和经济增长

疲软的担忧情绪持续加剧，打压了欧元区
及美元区的消费和投资热情，投资者以减
仓原油提前应对需求可能大幅下滑带来的
局面。

8 月第一周，国际原油价格 4 连跌，创
出今年 4 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布伦特

原油单周跌幅达到 13.7%，WTI 跌幅达到
9.7%，国际油价基本回落至俄乌冲突爆发
前的正常水平。

原油价格的下跌使航运燃油成本也随
之下降，从而导致运输市场受到冲击，运价
承压下行。

后期运价有望迎小幅回涨

7月以来运价连续下挫

今年，在俄罗斯能源减产断供，世界主
要经济体采取收紧的货币政策等因素作
用下，全球经济衰退预期持续增强。7 月
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 2022 年全球
经济增速下调 0.4 个百分点至 3.2%，相较
2021年减少 2.9个百分点。

7 月全球制造业 PMI 为 51.2%，创近两
年新低，下游原材料采购积极性全面削减。

铁矿石方面，全球重大基建项目投资
情况不乐观，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限产
政策趋严，钢材需求低位运行。6 月钢厂
利润大幅跳水，铁矿石采购略有回落；6月
最 后 一 周 ，国 内 45 港 铁 矿 石 到 港 量 仅
2225.6万吨，同比减少 11.4%。

同时，7 月，四大矿山半年度冲量结束
后例行检修增多，港口下水量减少，进一
步削弱运输需求。据 Mysteel 数据显示，7
月澳矿发运总量为 7865 万吨，相较 6 月减

少 331 万吨。除澳洲、巴西外，其余矿山 7
月发运 2111 万吨，环比减少 264 万吨。 8
月以来，澳洲至中国航线租金从 11795 美
元 /天跌至 8 月 4 日的最低点（5373 美 元/
天），跌幅达到 119.5%。

煤炭方面，上半年俄乌冲突引发能源
供给恐慌，欧洲、日韩对印尼、澳大利亚煤
炭进口快速上涨。

国内受能源保供稳价政策影响，各环
节库存处于高位，加上内、外贸煤炭价格
倒挂严重，煤炭进口需求稀少。7月，国内
煤炭进口量 2352.3万吨，同比减少 22.1%。

粮食方面，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粮食
减产超过 50%，叠加全球通货膨胀加剧，
粮食价格连续高企，采购端多以按需采购
为主。同时，北半球进入夏季，对粮食储
存影响较大，北美和南美粮食发运进入淡
季，导致相关航线租金有所回落。

因今年年初欧美多国逐渐放宽防疫限
制，利好港口装卸效率。同时，我国山东
烟台港创新研究的全球首个专业化干散
货全自动码头加速铁矿石卸货、装车流
程，大大增加卸港周转效率，为全球干散
货码头的装卸技术革新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在港船舶的拥堵相较 3、4 月份逐
渐正常化，散货船周转率开始从俄乌冲突
影响中恢复。据航运经纪公司 Arrow 数据

显示，干散货航运市场的船舶拥堵情况正
在缓解，主要因铁矿石供需双弱导致海岬
型船舶有效船队运力（总船队—被拥堵船
队运力）从去年 6 月的 2970 万载重吨增长
至今年 6 月的 3170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6.8%。

港口低效率问题得到缓解使得有效船
队运力逐渐增加，抑制海岬型船运价上
涨，加剧干散货运输市场下行风险。

装卸效率回升提升运力

经济衰退预期引发需求回落

油价下跌增加议价空间

湄洲湾港东吴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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