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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船东

■ 本报记者 肖 肖

从巴西淡水河谷近日拒绝中远集团船队运货开始

到现今中远集团欲诉至中国商务部，淡水河谷与中国船

运公司间的矛盾开始逐渐升级。

对此，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航运市场分析师、

航运市场分析部副主任张永锋向记者指出，淡水河谷

意欲打造巨型船队，通过规模效应和控制上下游供应

链来增强自身的国际铁矿石出口优势，争取更多的控

价权。

淡水河谷向三方施压

中国最大的干散货船运营商——中国远洋运输（集

团）公司（COSCO，简称中远集团）表示，淡水河谷公司

（Vale SA）拒绝使用中远集团船队，以抗议中国政府禁

止该巴西矿业公司巨型散货船停靠中国港口的行为。

张永锋认为，淡水河谷此举更多的是对中国港口、

航运企业、钢厂三方施压。同时可能是考虑其通过巨轮

运到马来西亚再中转到中国的铁矿石成本，比船队直接

运输到中国要高。

其实，早在淡水河谷预购船组建船队的时候，就曾

遭到中国航运业的一致反对，认为这会加剧运力过剩的

压力。但是，淡水河谷仍旧坚持组建了自己的船队。

张永锋分析，淡水河谷此举是为了保障自身承运计划

的顺利实施和提高自身船队承运比例，同时通过减少中国

远洋运输比例，减少钢铁企业对其运输的需求依赖性。

有报道称，淡水河谷利用多种借口拒绝使用中国船

队已达 2 个月，致使中国船队遭受巨大损失。

中远集团总经理马泽华则向媒体公开声明：“巴西

矿山企业最近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他

们作出决定的依据是中远集团游说政府不要接受淡水

河谷‘Valemaxes’巨型船挂靠码头。”

马泽华表示，正在考虑向中国商务部投诉。他还

称，淡水河谷公司在过去两个月抵制使用中远集团的船

队，即使从别家租用更贵的船只也在所不惜。

同时，马泽华称，Valemax 巨型货船几乎和纽约的

美国银行大厦一样大，因此，中远集团对其安全性表示

担忧。淡水河谷计划至少斥资 80 亿美元建造 35 艘巨

型散货船，这一计划会产生新的竞争从而有损船东们

的利益。

马泽华表示：“我们认为淡水河谷公司设计建造的

载重为 40 万吨的巨型铁矿石运输船缺乏安全性。几年

后，我们或许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

据彭博社报道，淡水河谷正努力获得进入中国港口

的许可，而目前已有 10 艘 Valemax 巨型货船投入运行。

争夺铁矿石控价权

有媒体报道，巴西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与中国国

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今年 2 月曾就 Valemax 巨轮一事进行

商讨，如今，这一问题已成为导致中巴紧张关系进一步

扩大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专家分析，淡水河谷的作为是为了提高

铁矿石的议价能力。

张永锋向记者谈到，淡水河谷打算自建 19 艘 40 万

吨级矿砂船，同时计划通过长期租约获得另外 16 艘同

类型矿砂船的经营权，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看好中国

庞大的铁矿石进口量和未来的铁矿石进口增长，另外

一方面是由于淡水河谷受运距较远的影响，其与中国

的铁矿石贸易不断受到澳大利亚主要铁矿石的威胁，

并且由于运费相对较高的原因，其铁矿石价格并没有

优势。因此，淡水河谷意欲打造巨型船队，通过规模效

应和控制上下游供应链来增强自身的国际铁矿石出口

优势，争取更多的控价权。

淡水河谷公司称，由于铁矿石价格下跌及暴雨导致

产量下降，一季度净利润下滑 44%，从去年同期的创纪

录水平 68.3 亿美元降至 38.3 亿美元，为连续第三季度同

比下降。

反常的降雨天气加大了季节因素对收入及成本的

影响，一季度铁矿石产量为 6999.4 万吨，同比下降 2.2%，

同比下降 15.6%;铁矿石和球团矿发货量同比下降 4.2%

至 6520 万吨。

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走低导致经营利润率收窄、

利润及现金流水平低于预期。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铁

矿石需求下降，去年 10 月份，矿价降至 116.9 美元/吨，为

2009 年 12 月份以来最低水平，而去年一季度的价格高

达 191.9 美元/吨。有分析师预计，淡水河谷今年全年净

利润将从去年的 229 亿美元降至 182 亿美元。

公开数据显示，淡水河谷一季度销售额下降 16%至

111 亿美元，铁矿石平均销售价格下降 13%至 109.26 美

元/吨;镍销售量同比下降 3.4%至 5.6 万吨，销售价格下降

27%;铜发货量增长 9.4%至 5.8 万吨，销售价格下降 19%。

尽管亚欧航线显现走弱迹象，但是

集装箱班轮公司开征旺季附加费将令

市场继续前行。

几 天 前，又 有 几 家 船 公 司 宣 布 提

涨运价，新涨运价 6 月生效。尽管这轮

涨价中缺少了部分行业老大的声音，

但是已通知货主提涨亚欧航线西向运

价的班轮公司中又有长荣的身影，该

公司宣布提高亚洲至地中海航线运价

300 美元/ TEU。

另外，东方海外也计划提高目的地

为地中海和北欧的航线运价 300 美元/

TEU，以星轮船价幅度更大，为 375 美

元/ TEU。早些时候，赫伯罗特也表示

从 6 月初起涨价 400 美元/TEU。

过 去 几 周，运 价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松动迹象，这轮涨价部分目的在于弥

补此前运价走低对市场带来的不利影

响 。 由 于 大 多 数 班 轮 公 司 预 期 5 月 1

日 生 效 的 提 价 幅 度 都 在 325-425 美

元/ TEU 之间。

最 新 的 运 价 指 数 显 示，市 场 走 势

出现松动迹象，世界集装箱指数中的

成 分 航 线 之 一—— 上 海/鹿 特 丹 航 线

运 价 跌 去 170 美 元/ TEU，收 于 3,706

美 元/ TEU。 无 独 有 偶 ，上 海 出 口 集

装箱运价指数也走出相似行情，中国

至 欧 洲 航 线 运 价 报 跌 6% 至 1,818 美

元/ TEU。

然 而，班 轮 公 司 毅 然 决 定 将 运 价

恢复战役进行到底，预计本周将有更

多船公司加入到征收旺季附加费的队

伍中来。

亚欧线

不惧现货市场走软

亚 太 海 洋 工 程 与 船 舶 国 际 峰 会

（MA2012）将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在上海隆重召开，本届峰会主题为：

“打破行业坚冰，联动科技创新与金融

优势”。面对航运造船市场的低迷徘

徊，本届峰会的举办，旨在为航运与船

舶制造行业指出创新发展的战略方向

和产业振兴之路。

2012 年亚太海洋工程与船舶国际

峰会得到了工信部、国际海事组织和

马来西亚船东协会的大力支持。

本 次 活 动 聚 焦 行 业 内 的 热 点 议

题 ，包 括 国 际 造 船 新 规 下 造 船 业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全 球 航 运 经 济 走 势 与

亚 太 各 国 船 舶 交 易 分 析 ，船 厂 转 型

与 并 购 趋 势 ，海 洋 支 持 船 (OSV) 的 造

船 动 向 和 市 场 机 会 ，预 测 石 油 、天 然

气 企 业 对 油 气 田 探 索 及 开 发 的 新 投

资 ，船 舶 动 力 定 位 系 统 与 推 进 系 统

问 题 等。

届时，国内外知名船东和船厂、船

舶设计公司、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工

程承包公司、系统集成商和金融机构

将汇聚一堂。这次会议将会给参会者

在关于亚太海洋工程船舶产业和欧洲

最佳范例方面提供全面解读。政策、

法规、订单预测、新项目、技术创新、船

舶投融资、绿色船舶改造也将是今年

峰会的热门话题。

本届亚太海洋工程与船舶国际峰

会 将 提 供 一 个 全 面 感 受 亚 洲 航 运 动

态 市 场 的 机 会 。 亚 太 海 洋 工 程 与 船

舶国际峰会将聚集行业内的巨头，以

实 现 整 个 行 业 链 里 商 业 和 技 术 的 卓

越跨越。

（本报综合报道）

2012亚太海洋工程与船舶
国际峰会6月在沪召开

今年以来，航运界最火的一个字莫过于“涨”——运

价涨，货主成本涨；而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亏”字——

船东补亏，货代真亏。

新一轮提价即将开始

今年初，继航运巨头欧洲马士基集团率先提升亚欧

线的集装箱运价后，地中海航运、长荣航运、中远集运、中

海集运等公司也跟随提价。到目前，船公司累计已经 3 次

上调运价，欧美热门航线的运价甚至翻了两番。

但这仍满足不了船东继续涨价的“胃口”。随着集

装箱传统旺季的到来，船公司已然开始增加旺季附加费

了。日前，地中海航运和日本邮船通知货主，从下月起，

亚欧航线将实施新一轮运价调涨。地中海航运表示，从

6 月 1 日起，开征 350 美元/TEU（标箱）的旺季附加费。

日 本 邮 船 从 下 月 初 起 ，征 收 季 节 性 附 加 费 250 美 元/

TEU。此外，赫伯罗特也宣布从 6 月 4 日起调涨运价 400

美元/TEU。

一轮接一轮的涨价潮来袭，让船公司从亏损的泥沼

里走了出来。据了解，在 2011 年末，一些航线上的现货运

价甚至低于 500 美元，目前，一个亚欧线上的标箱运价是

1600 美元左右，加上紧急燃油费等其他费用，需要 2000 美

元左右。那么，如果 6 月份涨价成功，从去年年底至今，船

公司的提价效果可想而知。

垫付费用 货代“压力山大”

然而，轮番的涨价坑苦了下游的货主和货代。作为

中国的小商品基地——义乌，对运价的上涨可谓“春江水

暖它先知”。

义乌市励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治理在

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指出，今年 2 月，公司代理一个 40 尺

集装箱，从宁波港运到伊拉克的海运费为 2800 美元，到了

4 月，同样的货物，同样的航线，海运费却上涨到 3800 美

元。他表示，虽然公司也遭遇过国际海运费上涨的情况，

但一个 40 尺集装箱运价每次上涨也就 200 美元至 300 美

元，而像今年这样一次就上涨 1000 美元的情况非常少见。

海运费的涨价，对于货主的压力不言而喻。但是对

于货代来讲，却是苦不堪言。

在大连做货代生意的王小姐，最近也在为涨价的事

情发愁。“客户对于接二连三的涨价意见很大。由于无法

按照之前约定的价格走，很多工作人员都会受到客户的

‘刁难’。”王小姐说，“我们也能理解客户的苦衷，所以，在

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货代公司可能会先替客户垫

付，以防止客户流失。”

白先生在天津做货代已经十几年了，他对这种情况

也表示无奈，“在行业里，先给客户垫付的情况已经存在

很久了，这次并非先例。但是，此次涨价幅度那么大，确

实会让许多公司吃不消。”

据了解，许多货代公司在代理了货运任务后，往往要

1 个月至 2 个月才能从客户那里凭借发票拿到钱。但是，

货代公司在验关、商检、定拖车、定舱等方面都会产生费

用，并且，很多货代公司与船公司结算的时间要比客户支

付运费的时间晚，所以，王小姐称，一般在涨价幅度不太

大的情况下，货代公司会先将费用承担下来，然后再与客

户清算。但是，此次的涨价费用显然已经超出部分货代

公司的资金周转能力。一些小规模的国际货代公司不得

不减少代理量，防控资金风险。

货代行业应积极转型

白先生公司的货品主要发往东南亚方向，据他介绍，

虽然船公司的运价涨幅挺高，但是现在外贸的货量还不

如去年中旬。“这几次涨价，让单个集装箱运输的成本增

加了很多，这对货主的压力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

下，一些货主减少了出货计划，这也让货代的业务量有所

下降。”白先生称。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货代介绍，运价上涨下跌本来是

市场行为，但很多船公司为了自身盈利，结成了联盟。“尤

其是在这一次，遭遇金融危机和运力过剩的影响，船公司

抱团涨价补亏，虽然这样一来，船公司的亏损会得到弥

补，但是，处在下游的货主和货代，根本没有议价能力，只

能随行情增加运输成本，减少利润。”据国内媒体报道，一

些深圳货代的利润减少了 30%左右，而义乌的货代也面

临难关。

事实上，经过几轮涨价，船公司已经从亏损的谷底爬

了上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认为，集装箱运输将在第二

季度继续反弹。同时，许多业内人士也看好今年的旺季

出货量，因此，一些船公司对旺季附加费的收取、第四轮

的涨价势在必行。但是，如此一来，船公司与货主的矛

盾、货主与货代的矛盾，都将更为凸显。

在船公司独大、货主货代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权力

制衡应该能为整个海运界的正常发展做出贡献。据了

解，一些国家在把控运价上涨的尺度上颇有作为，例如，

美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船公司在美国备案加价的次数

是两次，而且每次加价前都要提前 3 个月，用于相关部门

审核及提前公告。但是在国内，船公司的调价就显得十

分随意。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货代企业作为船公司与货主的

中间商，在海运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经营压力大是必然现

象。当务之急，就是要应对形势变化，做好转型发展。通

过服务方式的转变寻找出口，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当中，可

以通过供应链的全套服务，寻找新的利润点，实现利润的

增加。

海运价涨 货代难当

淡水河谷与中远集团矛盾升级

铁矿石价格走低倒逼运输成本
■ 静 安

海运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