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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经济

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

件，在干散货运输市场上，澳大利亚占据了

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今年以来，澳大利

亚东北部的产煤重镇昆士兰州连续遭遇自

然灾害，使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屡受重创。

同时，这也给国际干散货运输带来了相当

大的冲击。

面对此前遭遇的各种灾害，澳大利亚

出口商纷纷宣告“不可抗力”，从而取消了

大量船舶的运输租赁合约。对此，大连海

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认为，尽

管澳大利亚的港口机械化程度非常高，但

肆虐澳大利亚的自然灾害对国际干散货运

输的冲击可能还将持续数月之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澳大利

亚还未摆脱自然灾害的影响时，澳大利亚 3

个重要港口的码头工人又在近日举行了罢

工，这使该国的货运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

不安定因素影响澳大利亚海运业

澳大利亚有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

其铁矿石和煤炭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曾

一度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同时，

澳大利亚四面临海，海运物流业非常发达，

在世界上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在澳大利

亚，每天都有大量的干散货船运送着铁矿

石、煤炭以及粮食供给其他国家。

但是，自然灾害使情况发生了改变。

据了解，此前遭受洪水重创的昆士兰州是

澳大利亚的农业和矿业大州，主要出产煤

炭和农作物，其煤炭产量占澳大利亚煤炭

产量的 56%，是澳大利亚产煤第一大州。

据相关数据显示，受灾害影响，该州有 3/4

的煤矿被迫关闭，而准备出口的煤炭等产

品都无法运至港口。受此影响，国际煤炭

价格呈现出了一路飙升的态势。但情况不

止如此，“澳大利亚煤炭出口的减少，会迫

使煤炭进口国不得不降低煤炭需求，并转

而寻找并分散煤炭产地进口。而这可能会

削弱澳大利亚在干散货运输市场上的地

位，改变目前国际干散货运输格局。”刘斌

分析道。

作为国际干散货运输大国的澳大利

亚，自然灾害已使得其备受打击，日前的罢

工更是使澳大利亚的海运雪上加霜。记者

从澳大利亚港口相关方面了解到，这次罢

工是由澳大利亚海运工会发起的，悉尼、墨

尔本和布里斯班 3 个港口城市的码头工人

都加入到罢工行列。位于澳大利亚资源丰

富的西海岸的弗里曼特尔港，在此之后又

展开了第二轮罢工。

据澳大利亚货运公司帕特里克公司

称，这次罢工使能够装载 17797 个集装箱的

15 艘船只受到了影响，这占澳大利亚集装

箱货运量的约 1/4。目前，罢工事件还未得

到有效解决，但可以肯定是，由于自然和人

为因素影响，许多干散货进口国已经对澳

大利亚失去了信心，并开始逐步分散资源

进口地。这对于澳大利亚的海运业来说，

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干散货出口从垄断走向分流

一直以来，中国以及亚洲多国都将澳

大利亚视为主要的铁矿石和煤炭进口国，

所以在铁矿石、煤炭等干散货的出口方面，

澳大利亚始终处在垄断地位。因此，灾后

澳大利亚的干散货供应也势必影响到国际

市场。

面对此种情形，刘斌告诉记者，其实，

此次澳大利亚受灾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

主要得益于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在为寻求煤

炭进口来源多样化而努力。据相关数据显

示，中国进口的煤炭中，澳大利亚煤炭的占

比从 2009 年的 65.8%大幅下降到 2010 年的

37.9%，而来自蒙古和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资

源大幅增加。据了解，印度尼西亚于 2010

年已超过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热

煤进口国，2010 年 1 月至 11 月，印度尼西亚

向中国出口了约 5180 万吨热煤，较澳大利

亚的 3170 万吨增长 63%，占中国热煤总进

口量的 30%。

目前，印度、韩国等国家也开始另辟蹊

径，逐步转移干散货的进口地，并加大了在

印度尼西亚的相关投资，以分散澳大利亚

干散货市场供应不稳的风险。

新兴市场后来居上

目前，对中国和印度这些新兴市场而

言，除了澳大利亚以外，还有诸多国家都

能够成为铁矿石以及煤炭的进口地。如

印度尼西亚，其热煤资源蕴藏量丰富、价

格 便 宜 。 此 外，非 洲 的 铁 矿 石 也 异 军 突

起。从这种形势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同时，也可以看出，国际干散货出口运

输市场的多元化已经成了定局。而刘斌也

认为，澳大利亚如果要继续维持其垄断地

位，只会造成投资的加大和利润的降低。

对于后来居上的新兴市场，澳大利亚干散

货出口前景似乎不容乐观。从长期来看，

澳大利亚将很难控制国际市场。

澳大利亚干散货运输遭“分流”多元化发展成定局

日前，中国日本商会在京发布了《中国

经济与日本企业 2011 年白皮书》（以下简称

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11 年，中国政

府将实行以有序推进港口建设、完善内河

航道为中心，强化运输保障能力，提高运输

设施装备技术与信息化水平，加强节能减

排，力争实现绿色交通运输业等政策。随

着这些政策的逐一落实，可以预测，在以往

坚实的基础上，2011 年，中国在国际海运上

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增大。

干散货运输需求量增大

新船竣工“不足为惧”

2010 年上半年，干散货运输市场走势

强劲。但 2010 年入秋后，本应随着铁矿石

运输需求的增加以及粮食上市期到来而再

次走高的市场行情，最终受印度限制铁矿

石出口、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增速放缓，以及

粮食运输量的增长低于预期的影响，最后

以缓慢下跌的趋势而告终。

2011 年，随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

的运输需求增长以及原料采购来源多元化

带来的增长等，干散货运输需求量将有望

增加。白皮书指出，铁矿石方面，预计国际

市场的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只要铁矿石

价格不大幅下跌，铁矿石进口就不会出现

大幅增长；煤炭方面，由于中国国内煤炭质

量不高，同时成本上涨，因此对海外煤炭的

依赖度提高，需求将趋于旺盛；原油方面，

中国和印度的需求有望增加，采购来源也

将扩展到西非和中南美地区，石油储备需

求将进一步加强。

虽然 2011 年在货量上有明显的上升趋

势，但干散货市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

新船竣工而造成的运力增加，将成为左右

今年干散货运输市场行情的关键。

2010 年，人们一度担心市场繁荣时订

造的新船大量竣工将影响供求平衡，但由

于取消订单及延期交付等问题，去年竣工

船只仅为 200 艘左右，完工量低于此前的预

测，未对运力供应造成太大影响。

对于 2011 年，白皮书指出，世界市场预

计将有 400 艘好望角型和超巴拿马型新船

竣工，并交付使用。至于油轮市场，尽管

2011 年单壳油轮的退市步伐加快，但新船

完工量几乎与其呼应，所以运力增加有限。

集装箱运输市场 各大航线稳中有增

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

复苏，2010 年，中国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较 2009 年 同 比 增 长 18.9% ，达 到 1.45 亿

TEU（标箱）。其中，据上海航运交易所的

速报数据显示，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为

2907 万 TEU，较 2009 年同比增长 16%，超过

新加坡约 60 万 TEU，位居世界第一。

白皮书指出，2011 年，航运集装箱的货

量情况，将受 2010 年货量增长顺利的反作用

影响，增长率同比将有所下降。具体来说，亚

洲至北美（东行航线）集装箱货运量将增长

5%至 7%；北美至亚洲（西行航线）集装箱货运

量将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亚洲至欧洲（西行

航线）集装箱货运量将增长10%左右。

此 外 ，亚 洲 区 域 内 的 货 物 流 量 受 到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中国与东盟自

贸区协定的影响。随着该地区贸易量的增

加，预计会出现强劲的货物流动量。

《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 2011 年白皮书》：

2011年中国国际海运影响力“爆发”

中海集运近日发布的第一季度季报

称，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26 亿元，亏损

1.46 亿元。由于过于偏重现货市场，运

价下跌对中海集运的影响较大。此外，

该公司净经营成本也上升了近 10 亿元，

飙升的燃油费成本成为最大推手。

即便运力过剩继续对运价构成压

力，中海集运在季报中仍明确表示将继

续订船。据悉，中海集运的现金储备下

降了近 18 亿元。该公司称，这笔钱大

多花在了订造新船上，但并未透露更多

信息。

■ 本报记者 山 水

长三角港口群长三角港口群
““蓄势待发蓄势待发””

目前，以上海为中心、江

浙为两翼的长三角港口群发展十分迅

猛，各港与世界逾 180 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 900 多

条集装箱航线。长三角港口群中，上海港的港口货物吞吐

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在 2010 年双双跻身世界第一，“南翼”宁波-舟山港

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世界第六位，“北翼”连云港、南京、南通、苏州等地的港口

及内河港口都在加快发展。

数据显示，2010 年，长三角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33.65 亿吨，占中国内地的 38.5%；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 5445 万 TEU（标箱），占中国内地的 37.6%。 （钟 新）

中海集运首季亏损 仍将订船

业内快报业内快报

据欧洲业内人士分析，由于航线运

力投入过多以及运输需求增长放缓，欧

洲班轮市场前景堪忧，航线运价可能会

跌回至 2009 年水平。

根据近期航线市场表现来看，2010年

以来，班轮市场形成的乐观情绪已经不复

存在。由于航线不断有新的运力投入，市

场供求受到影响。此外，根据最新统计，

欧洲 6 个主要港口的吞吐量增长放缓，预

计短期内，运量将会呈个位数增长。

欧洲班轮市场前景堪忧

日前，连云港港口集团与西安国际

港务区深度合作，正式在西安国际港务

区内设立“连云港港西安国际港务区服

务中心”。该中心的建立，使西安国际港

务区这个国际陆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

“出海口”和码头。

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

堡，是西安最近的出海口。据了解，自西

安国际港务区组建以来，该区相关人员

多次与连云港港口集团进行积极有效的

对接和考察，就实现陆港和海港的强强

合作、互利共赢进行了多次会谈和磋商。

连云港港为西安送去“出海口”

日前，记者了解到，虎门港沙田港

区 二 期 码 头 将 于 5 月 底 投 产 运 营 ，年

内，该码头计划开通数条近洋航线和台

湾航线。这将进一步促进虎门港的港

口繁荣。

虎门港方面称，沙田港区二期码头

项目总投资约 14 亿元，将建成两个 5 万

吨级多功能深水泊位，预计年吞吐能力

可 达 集 装 箱 80 万 TEU（标 箱）和 杂 货

300 万吨。

虎门港新集装箱码头5月开港

据外媒报道，马士基港口正考虑在

波罗的海中部地区投资建设大型深水集

装箱码头，具体位置可能在俄罗斯的波

罗的斯克港。马士基港口日前也证实，

公司正在研究在波罗的斯克港投资建设

深水集装箱码头项目的可行性。不过公

司表示，项目仅停留在研究阶段，目前尚

未具体码头开发计划。此前，有市场传

闻称俄罗斯总理普京近期到访丹麦，并

拜访了马士基集团总部。双方可能对波

罗的斯克港深水码头开发计划进行了交

流。根据计划，波罗的斯克港未来将投

资 30 亿美元，将建成年吞吐 600 万 TEU

的深水集装箱码头。

马士基考虑在波罗的海投资建设深水集装箱码头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