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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代表国际干散货航运景气度的 BDI 指数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大幅下降。2 月 2 日，BDI 指

数以 651 点跌破 2008 年创下的 663 点低点，而 2 月 6

日则继续下跌，报收于 648 点。2011 年，航运业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而在 2012 年伊始，市场行情又给了

航运企业一个下马威。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航

运全行业净亏损 94.4 亿元，同比下降 168%；2011 年

第四季度，全行业亏损 34.6 亿元，同比下降 238%。

在今年运力过剩的压力下，航运企业咸鱼翻身是否

会成奢望？

BDI指数大幅跳水

据“我的钢铁网”监测显示，因船运业务低迷且

运力过剩状况持续增强，2 月 2 日，BDI 指数延续跌

势，报收于 651 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1 点，跌幅达

1.66%，该指数跌破金融危机期间触及的最低点。但

是，在创出记录后，BDI 指数依旧延续低迷态势，无

回升迹象。据了解，自去年 12 月 12 日的 1930 点起，

BDI 指数就持续下跌。此轮下跌，其实是在延续去

年 12 月份以来的跌势，到如今跌幅已近 66.4%。

去年下半年，受日本、中国从巴西、澳大利亚进

口铁矿石的推动，海岬型船运力需求激增，BDI 指数

曾出现了一轮反弹行情，但在去年 10 月 14 日攀升到

年内最高点 2173 点后，就开始高台跳水。虽然在年

末出现了一次反弹，但纵观整个干散货市场，半年

来，“跌”成了唯一的主旋律。

分析人士认为，BDI 指数之所以创出新低，供需

矛盾是主要原因。而中国农历春节和澳大利亚、巴

西地区的天气因素，则加剧了下滑的速度和幅度。

中投顾问交通行业研究员申正远在接受国内

媒体采访时表示：“ 运力过剩导致运费下跌，进而

引起 BDI 指数下跌。再加上，巴西和澳大利亚的

暴雨导致矿石生产和运输困难，航运企业悲观预

期 浓 烈 。”此 外 ，据 中 国 航 运 协 会 等 机 构 分 析 指

出，中国的农历新年假期导致工厂开工不足也是

重要原因。据“我的钢铁网”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3

日，国内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量为 10149 万吨，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BDI 指数的走势。

不过，多数业内人士认为，BDI 指数此番大幅跳

水之后，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不大，随着后续需求逐

步恢复，BDI 指数有望反弹。“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

农历春节会成为 BDI 指数在短期内的分水岭，”长江

证券研报分析表示，随着中国节后需求的逐步恢

复，运价有望逐步企稳。

但是，基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行业整体供求

失衡状况没有改变，BDI 指数反弹幅度不会太大。

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航运信

心指数显示，2012 年第一季度，干散货企业信心指

数预测将跌入冰点，预计 2012 年上半年中国航运市

场将继续恶化。而 2012 年全年，运力过剩的状况将

进一步加剧。预计 2012 年，世界大宗散货的海运贸

易量约为 38.04 亿载重吨，同比增长 4.7%；而国际干

散货船舶总运力吨位将达到 7.13 亿载重吨，同比增

长 14.9%。2012 年，国际干散货市场仍将处于低位

盘整的周期性恢复阶段，预计全年 BDI 指数均值将

在 1700 点左右。

航企巨亏 协会伸援手

“ 一般来说，BDI 指数跌到 2000 点以下，很多

航运企业就无法盈利了。”一家干散货运输企业的

内部人士表示。事实上，鉴于去年年底以来 BDI

指数持续暴跌，频探新低，已有多家航运企业被曝

出巨亏。

日本三大航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截至去年

12 月底，公司 2011 财年前三季度全部亏损，为此，它

们调低全年业绩预期。川崎汽船调高了全年亏损

预期至 540 亿日元，而之前的预期为亏损 320 亿日

元。三井商船也提高了对全年亏损的预期至 290 亿

日元，之前的预亏额为 40 亿日元。此外，韩国第一

大航运企业韩进海运表示，去年全年净亏损达 8239

亿韩元（约合 7.3 亿美元）。

在国内，已经发布 2011 年业绩预告的航运企业

中，中远航运称去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47.44%。

中海集运也已发布预亏公告，预计去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而长航凤凰则公告

称，预计全年将亏损 8.7 亿元至 8.8 亿元。

尽管 1 月以来，包括中海、中远等国内外航运巨

头已经借助春节前出货小高峰开始陆续提价，但中

海集运一位中层坦陈，1 月份的提价只能说是超跌

反弹，提价后，航企依然是在亏本运营，只是会比以

前亏得少些。

在航运低迷、运力过剩的情况下，部分航运企

业面临灭顶之灾，拆船也成了部分小型航企的选

择。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船东协会正着手准备向发

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呼吁出台救助措施。中国船东

协会副会长张守国表示，中国航运业还存在着不合

理的地方，一方面，航企的税费负担比国外航企要

重，比如国际上少有营业税这一税项，而国内的航

运企业却要上缴营业税；另一方面，中国进出口货

物的运输权大部分被外商控制，也就是说，国内一

些贸易商缺乏全局观念，不考虑由国内航企来保障

其货物运输。

张守国称，中国船东协会正在准备通过多种途

径向发改委、商务部反映航运业的困难，并希望国

家相关部门给予支持，比如适当考虑减免国内航运

企业营业税，实施企业所得税优惠；国内贸易商在

进行对外贸易时能掌握运输权，并把货物运输任务

交给国内航企等。

BDI低位跳水 船东协会出手救航企
■ 本报记者 肖 肖

海运经济海运经济

近日，记者从 2012 年江苏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1 年，江苏全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8 亿吨，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1418 万标箱。随着泰

州港成功迈入亿吨大港行列，江苏的亿吨大港数

达到 7 个，继续稳居亿吨大港数中国第一。

根据 2012 年江苏交通重点项目建设目标，江

苏将投资 52 亿元推进 16 个内河航道建设项目，并

投资 110 亿元用于 12 个港口建设重点项目，继续完

善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和省干线航道网，稳步推进

连云港港30万吨级深水航道一期工程等项目。

2011年江苏港口货物吞吐量破18亿吨

据英国智库“开放欧洲”发布的最新研究报

告显示，欧债危机可能引发欧洲航运业新一轮破

产潮，全球航运业格局将因此发生改变。

该机构认为，欧洲航运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

全球需求放缓，运力供给过剩问题同样不容忽

视。2008 年航运业复苏时，欧洲企业定下了大量

造船订单，目前，这些订单正陆续完工，其中 23%

的订单将于今年交付使用，提货时很可能面临资

金短缺。欧债危机导致的融资难现象，将把欧洲

航运业推向破产境地。

欧洲航运业面临破产潮

受国际金融危机对造船业的滞后影响，中国船

企新增定单量一度明显下滑。面对严峻的市场形

势，大连中远船务加速向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转

型。据悉，大连中远船务从韩国、新加坡、欧美等国

引进了 19 位海洋工程制造专家，并与中国工程院联

合成立工作站，以求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目前，大连中远船务海工产品占总产值 6 成以

上，并以年均 30%以上的速度递增，成为中国唯一的

浮式生产储油轮改装工厂。

日前，中国第一艘深海钻井船“大连开拓者号”

在大连中远船务完成最后一个钻井功能模块的吊

装，正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本报综合报道）

大连中远船务加速进军海工市场

据报道，班轮公司将要提价，期待运价的进一步

上涨。韩进海运日前宣布从3月1日起，上调亚洲至北

欧、地中海地区航线运价，上调幅度达到 700 美元/

TEU（标箱）。继马士基宣布上调欧亚航线运价后，长

荣和达飞也分别宣布从3月1日起，分别上调欧亚航线

运价 900 美元/TEU 和 750 美元/TEU。未来欧亚航

线运价有望较目前水平翻番。不过，多数货代对3月

份欧亚航线运价上涨计划能否有效执行表示怀疑。

班轮公司期待运价上涨

针对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调整超设

计规范船型船舶靠泊管理的通知》，淡水河谷集

团日前发表声明称，泊靠大型铁矿石运输船对港

口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其 40 万吨级大型铁矿

石运输船将在符合中国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泊靠

中国码头。淡水河谷公司将与当地政府及客户

合作，寻求多种解决方案在更多港口停泊 VLOC

（大型铁矿砂船）船只。

淡水河谷声明遵守中国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