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航 运 2023年 1月 6日 星期五

责编 美编 陆民敏

2022 年，全球经济受到多重因
素影响而显著放缓，航运市场也屡
经波动；进入 2023 年，全球贸易格
局的变化叠加大量新造船舶投入市
场，给市场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经过调查显示，近半数航运企
业认为 2023 年航运市场运价将继
续下跌 10%及以上，而认为运价持
续上涨 10%及以上的企业不足两
成，运价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其中，在接受调查的船舶运输

企业中有 33.3%的企业认为 2023 年
航运市场运价会下跌 10%—30%，
另有 10%的企业表示运价将会下跌
30%以上；在接受调查的集装箱运
输企业中，有 41.18% 的企业认为
2023 年航运市场运价会下跌 10%—
30%，认为运价将上涨 10%—30%的
企业仅 5.88%；在接受调查的干散
货运输企业中，有 32.26%的企业认
为 2023 年 航 运 市 场 运 价 会 下 跌
10%—30%，另有 9.68%的企业表示

运价将会下跌 30%以上；在接受调
查的港口企业中，有高达 51.85%的
企业认为 2023 年航运市场运价会
下跌 10%—上涨 10%，认为运价会
下跌 10%—30%的企业占 29.63%；
在接受调查的航运服务企业中，有
29.41%的企业认为 2023 年航运市
场 运 价 会 下 跌 10% —30% ，但 有
33.82% 的 企 业 认 为 运 价 会 增 长
10%—30%。

虽然企业家们普遍看淡 2023年

航运市场总体形势，但是也不排除
市场将存在一定的机会。

中国航运景气指数编制室主任
周德全认为，航运市场的利空因素
基本出尽，后续进入持续消化的阶
段，且根据中国航运景气动向指数
显示，先行指数已经开始出现触底
反弹，中国航运业的底部已经不远，
在不发生新的灰天鹅事件的情况
下，预计最迟下半年中国航运业将
小幅反弹。

预计今年下半年
中国航运业将迎小幅反弹

□ 陈悠超

1 月 3 日 ，上 海 国 际 航 运
研 究 中 心 发 布 2022 年 第 四 季
度 中 国 航 运 景 气 报 告 。 报 告
显 示 ，2022 年 第 四 季 度 ，中 国

航 运 景 气 指 数 为 94.09 点 ，较
上 季 度 下 降 3.1 点 ，维 持 微 弱
不景气区间；中国航运信心指
数 为 81.6 点 ，较 上 季 度 下 降

10.74 点 ，由 微 弱 不 景 气 区 间
下降至相对不景气区间，且所
有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均 处 于 不 景
气区间。

但中国航运业的底部已经
不远，在不发生新的灰天鹅事
件的情况下，预计最迟今年下
半年中国航运业将小幅反弹。

2022 年第四季度，
船舶运输企业景气指
数为 91.05 点，较上季
度下降 2.8 点，维持在
微弱不景气区间；船
舶运输企业信心指数
为 81.63 点，较上季度
略回升 3.68点，由较为
不景气区间回升至相
对不景气区间。船舶
运输企业总体营运状
况不佳，企业家们对
未来经营信心不足。
船舶运输企业运力投
放规模大幅缩小，舱
位利用率持续下降，
运费收入下降且企业
营运成本持续增加，

导致企业利润亏损；虽然企业贷款负
债减少，流动资金较为宽裕，企业融
资相对容易，但船东们的运力投资意
愿不强烈，劳动力需求也有所下滑。

干散货运输企业经营信心严重
不足。干散货运输企业 2022 年第四
季度景气指数为 83.39 点，较上季度
下降 8.86 点，跌落至相对不景气区
间 ；干 散 货 运 输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为
51.07 点，较上季度下降 8.93 点，维持
较为不景气区间。干散货运输企业
总体运行状况持续欠佳，企业家们对
市场经营信心严重不足。干散货运
输企业运力投放持续减少，船舶周转
率大幅下降，营运成本依然高，运费
收入大幅下滑，导致企业盈利指标跌
入较重不景气区间；虽然企业贷款负
债有所减少，流动资金宽裕，企业融
资相对容易，但劳动力需求下滑，企
业运力投资意愿也持续降低。

集装箱运输企业仍处不景气区
间。2022年第四季度，集装箱运输企
业的景气指数为 91.19点，较上季度略
升 2.88 点，进入微弱不景气区间；集
装箱运输企业的信心指数为 87.50点，
较上季度回暖 4.37 点，维持相对不景
气区间。集装箱运输企业指数虽较
上季度略有所回暖，但总体营运状况
仍旧欠佳。运力投放持续减少，舱位
利用率继续下降，营运成本依然较
高，运费收入及企业盈利指标仍处于
较重不景气区间，盈利能力严重不
佳。虽然企业流动资金十分宽裕，融
资难度较低，贷款负债继续减少，但
企业运力投资意愿大幅下降，劳动力
需求也仅处于景气分界点。

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港口企
业景气指数为 108.29点，较上季度
上涨 3.5 点，依然维持在微景气区
间；港口企业信心指数为 88.95点，
较上季度下降 12.07 点，由微景气
区间下降至相对不景气区间。

中国港口企业经营状况基本
稳定，但港口企业家们对市场信
心有所不足。

虽然港口的营运成本继续上
升，但港口的吞吐量及泊位利用
率小幅上升，港口收费有所增加，

企业盈利情况依旧较好。
港口企业流动资金仍然相对

宽裕，企业融资难度继续降低，企
业资产负债减少，同时港口企业
的劳动力需求增加，新增泊位与
机械投资较上季度也有所增加。

2022 年第四季度，航运服务
企业景气指数为 83.94 点，较上季
度下降 10.1 点，下降至相对不景
气区间；航运服务企业信心指数
为 74.22 点，较上季度大幅下降
28.62点，进入较为不景气区间。

航运服务企业总体经营情况
欠佳，企业家们对未来经营信心
不足。

从各项经营指标来看，航运
服务企业经营成本依然较高，并
且业务量和业务预定量均有所降

低，业务收费价格下滑，企业经营
情况持续不佳；虽然企业流动资
金增加，货款拖欠情况有所缓解，
但企业融资难度增加，劳动力需
求减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意愿
有所降低。

2023年，世界邮轮的全面复航可以预期，全面
复航的邮轮市场会回归到 2019 年的水平吗？这
是当下业界关心的问题。

美国市场会怎样？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邮轮市场，美国经济低迷
必将映射到加勒比海邮轮市场。最近，多个机构
发布对美国 2023 年经济的预期。高盛预计，2023
年美国核心通胀率将放缓至 3％，失业率将上升
0.5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将增长 1％，经济衰退的
可能性为 35％。瑞士信贷认为，随着通胀放缓和
美联储暂停加息，美国 2023 年可以避免经济下
滑，预计将增长 0.8％。

另一些机构则认为，由于各国央行政策过度
收紧，全球市场和经济疲软可能会在 2023 年出
现，欧洲首当其冲，美国将紧随其后。美国银行
预测，2023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GDP
将下跌 0.4％。瑞银集团也预计美国 2023 年和
2024年的经济增长将接近于零。

美国经济低迷是大概率事件，但经济低迷是
否会波及到邮轮业？邮轮旅游在众多的旅游产
品中，处于相对较高端的位置。经济低迷，并不
意味着邮轮消费群体的收入下降。

过去三年，疫情对各国的经济都产生了影响，
但是富豪群体的总量及财富却反而增加了。瑞
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2022 年 9 月 20 日发布
了《2022 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指出，2021 年受宏
观经济复苏影响，全球顶级富豪们的财富迅速累
积，并且呈现出近乎“财富爆炸”的现象。2021 年
全球超高净值人士数量创新高，达到 21.8 万人。
与此同时，全球财富总额较 2020 年增长 9.8%，百
万富翁（以美元计）人数急剧上升。这一信息预
示，探险邮轮和奢华型邮轮市场应该会呈现出较
好的增长态势。

但近年来国际大型邮轮公司的发展策略，是
通过努力降低船票价格，让更多普通民众有机会
搭乘邮轮。现代大众型邮轮的快速增长是邮轮
业近十年的主要特征，经济低迷必将打击邮轮市
场这块最大的蛋糕，美国经济低迷很难不影响到
夏季加勒比海邮轮市场。

新造船步伐放缓

嘉年华集团宣布放缓新造船步伐。嘉年华集
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sh Weinstein 在公司年终
及第四季度财报会议上表示，嘉年华集团将放缓
其新造船步伐，以期不仅减缓供应增长，而且保
持支出下降。这意味着嘉年华集团在 2025 年之
前将仅有五艘邮轮手持订单。

2020 年—2022 年，全球邮轮订单总共仅有 18 艘，而 2019 年就有
48艘，疫情对邮轮建造市场的打击可见一斑。

邮轮公司可能最先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继而对新造船计划进行了
调整，这会改善市场供需关系，也会修复邮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经过这一轮疫情，几家邮轮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大幅攀升。在
发生新冠感染之前，嘉年华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基本维持在 40%左右，
但现在已经飙升到了 86.3%；皇家加勒比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从 60%左
右升到了 90.4%；诺唯真邮轮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新冠感染发生前
接近 70%，而今升到了 97.9%的历史最高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美元
加息周期尚未停止，高额的利息将会吞噬邮轮公司的盈利空间。

诺唯真邮轮裁员及减少客房服务次数

近日，诺唯真邮轮、大洋洲邮轮和丽晶七海邮轮的母公司诺唯真
邮轮控股宣布，出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经慎重考虑，决定对岸上员
工团队做出重组和精简，裁减现有人员及岗位规模约 9%。此次裁员
所涉部门和岗位甚广，不仅包括集团公司，也包括了品牌公司；不仅
有新进员工，也有主管、副总、高级副总、执行副总等。

与此同时，诺维真邮轮将减少客房服务次数。诺唯真游轮宣布
将在 2023 年减少其船队的客房清洁服务次数，公司将调整目前提供
给套房以下所有类别客人的每日客房（夜床）服务。住在单人间、内
舱、海景、阳台和俱乐部阳台套房的客人每日只能获得一次的客房清
洁服务，而其他套房和 Haven 类别将继续接受每日两次的特等舱服
务。

减少日常客房服务将对该公司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承诺”产生积
极影响，并符合当前“通过节约用水、能源和减少化学品使用的邮轮
和酒店行业的标准做法”。对此新政策的另外的一种解释，可能是为
了节省船员工作而做出的安排。

减少邮轮客房的服务，这是邮轮公司在船员工资高涨和市场预
期不佳的背景下所做出的不得已举措。只是该举措对后续游客满意
度及市场需求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邮轮公司股价处于低位

2022 年 12 月 31 日，嘉年华公司收于 8.06 美元，同比下降 59.94%，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于 20.12 美元，嘉年华 52 周的交易区间在 6.11 美
元至 23.86美元之间；

皇家加勒比集团今年收盘价为 49.43 美元，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76.90 美元的收盘价下降 35.72%，52 周的收盘价为 31.09 美元至 90.55
美元；

挪威邮轮控股公司收于 12.24 美元，同比下跌 40.98%，52 周的收
盘价包括 23.90美元的高点和 10.31美元的低点；

琳达布莱德探险邮轮的股价收于 7.70 美元，与一年前相比下跌
了 50.64%，52周的价格区间为 5.91美元至 19.13美元；

邮轮公司的股价处于低位，这既是邮轮业市场状况的反映，也是
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在股市上的反映。

提升游客小费单价

发生新冠感染前，邮轮上的小费一般是 14.5 美金 /人 /晚，如今不
少邮轮公司增加了小费的额度。公主邮轮为 16 美金 /人 /晚，皇家加
勒比游轮为 16 美金 /人 /晚，诺唯真邮轮则一举增加到了 20 美金 /人 /
晚，而且其套房及以上舱位的消费为 35 美金 /人 /晚，精致邮轮的小费
为 16.5 美金 /人 /晚，大洋邮轮的小费为 16 美金 /人 /晚。当然，那些高
档的一价全包型奢华邮轮，不少都不收取小费，比如精钻邮轮、庞洛
邮轮、丽晶七海邮轮、世邦邮轮、银海邮轮等品牌。这些支出的增加，
势必也会影响到市场需求。这些信息都反映出，邮轮市场在后疫情时
代要修复新冠感染造成的影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目前，人们的跨区域流动得以恢复，但是新冠感染以及地缘政治
造成的通货膨胀及经济低迷还可将继续影响邮轮业。中国邮轮市场
恢复后表现会怎样，还有待观察。由于邮轮在中国的渗透率非常低，
且运力快速转移概率不高，因此可以暂不考虑后疫情时代人们消费
能力减弱这一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只要能够契合消费者需求，有限
的舱位一定能够被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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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企业维持景气区间

航运服务企业维持不景气区间

2022年四季度航运景气继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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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数企业预计2023年运价下跌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XI）已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但据
VesselsValue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
仍有大量运力不符合 EEXI 的规定
要求。

在接受调查的集装箱运输企业
中，除 35.29%的企业表示其运力基
本满足 EEXI 规定，剩余 64.71 的企
业表示仍有部分运力不满足规定要
求，其中有 17.65% 的企业表示有
10%左右的运力不满足规定要求，

有 29.41%的企业表示有 20%左右的
运力不满足规定要求，另有 17.65%
的企业表示不满足规定要求的运力
占比在 70%及以上；在接受调查的
干散货运输企业中，仅有 25.81%的
企业表示其运力基本满足船舶能效
规定，剩余 74.19%的企业表示仍有
部分运力不满足规定要求。

随着环保法规和行业减碳减排
的推进，甲醇、氢、氨、LNG 等船舶
替代燃料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

不同类型船东优先考虑的新能源替
代燃料也不同，集装箱运输企业更
倾向使用甲醇作为船舶新能源替代
燃料，而干散货运输企业则更倾向
使用 LNG燃料。

具体来看，在接受调查的集装
箱运输企业中，有 52.94%的集装箱
运输企业表示将优先考虑甲醇燃料
作为船舶新能源替代燃料，29.41%
的企业表示将优先考虑 LNG 燃料
为船舶替代燃料，仅有 5.88%的企

业表示将优先考虑将氢燃料作为船
舶替代燃料，目前尚没有企业考虑
使用氨燃料。

在接受调查的干散货运输企业
中，有 41.94%的干散货运输企业表
示将优先考虑将 LNG 燃料作为船
舶替代燃料，32.26%的企业表示将
优先选择甲醇作为船舶新能源替代
燃料，仅有 6.45%的企业表示将优
先考虑将氢燃料作为船舶替代燃
料。

船东新能源替代燃料选择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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