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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静 安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培育经济增长

动 力 ，需 要 依 靠 创 新“ 爬 坡 过 坎 ”。 面 临

“一带一路”的发展新机遇，上海提出了建

设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的 目

标。对港航而言，其科技创新之路发展如

何，前景又如何？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创

新 发 展，打 造 智 慧 港 航、建 设 现 代 航 运 服

务体系？

电商逐渐渗透到港航业

今天，世界正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

经济逐步代替工业经济驱动社会发展。当

前，航运业呈现出运力供求总体失衡、衰退

期延长、运价低水平波动、企业盈利空间承

压的新常态。与之紧密相连的港口业也受

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面对新常态，行业开始通过科技创新与

商业模式创新，突破传统的产业边界、服务

边界和市场边界，进一步向航线两端延伸服

务，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方面的转型升级。

在市场信息化的背景下，电商逐渐渗透到各

行各业并为产业运营带来革命性的突破，航

运业的传统壁垒也受到电子商务的撞击，航

运电商在中国已经春土萌芽。

企业尝试将销售渠道扩大到网上，开

通网上订舱平台和物流服务，推行 O2O 模

式，实现线上推广、交易，线下服务。中海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表示，

去中间化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趋势，通过

电商平台的聚集效应，可进一步整合货代、

仓储、报关、车队、船公司，乃至保险、银行

等服务商，发展成为供应链生态系统，实现

航运企业组织、流程、经营理念

的全面重构，实现业务模式的

转型升级。伴随着航运电商的

发展，航运业将面临大洗牌。

对此，“ 一海通”华东公司

总经理唐红斌认为，货代将首

先 受 到 冲 击 。 在 理 想 的 状 态

下，货主应直接通过线上向船

公司订舱，而线下服务则交由

货代进行，货代回归社区范畴，

解决到港之后的最后一公里，

如此，货代的职能将更为清晰。

世界货运联盟中国区首席

代表王大民则表示，电商的兴

起并不意味着货代的消亡，两

者并不是“鱼死网破”的关系，

货代是附着在航运企业服务层

面的延伸。世界货运联盟目前

拥有超过 5700 家成员，分布在

世界 192 个国家、772 个城市和

港口，其覆盖面广，货代数据详

尽，是航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发展

电商成为推进行业转型发展的

机遇，需要协调线上线下销售

体系、服务能力的关系，避免销售和价格体

系产生左右互搏；同时，如何有效整合各类

服务资源，结合客户需求，打造流程和质量

都标准化的全程物流服务产品将成为最大

挑战。

智慧码头需软实力保障

近年来，智慧码头建设已取得长足发

展。在水运工程领域，BIM 技术（建筑信息

模型）和远程视频监管平台已成功运用，水

运工程质量安全得以保障。

上海市交通委科技信息处处长叶兴介

绍说，洋山深水港区四期工程采用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方案，科技创新作用得到很大程度

发挥。与传统方案相比，码头装卸效率可提

高 20%以上，堆场通过能力提升幅度达 25%

以上，码头的综合通过能力将得到显著提

升，土地和深水岸线资源将得到充分利用，

洋山深水港区乃至上海港整体的技术水平

将得到提升。

随着智能化码头的引进，港区作业人员

数量将大幅减少。

之 前 ，港 口 码 头 是 以 劳 动 密 集 型 为

主，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集装箱

码头的箱量、配载等都是通过计算机来完

成 。 叶 兴 坦 言，就 目 前 上 海 港 而 言，其 智

能 化 的 引 进 与 劳 动 力 消 化 之 间 的 矛 盾 已

经 不 大 。 当 前 的 最 大 矛 盾 是 随 着 港 口 的

国 际 化、开 放 化，互 联 网 的 应 用 对 人 员 的

素 质 要 求 越 来 越 高，因 此，智 慧 码 头 建 设

需同步提升港区人员综合素质、国际视野

等软实力保障。

将多数据变成大数据

当前，大数据的话题逐渐被传播开来，

全球货主、贸易商、船东及港口等海运贸易

上下游时刻在制造着庞大而纷繁的海量数

据。在统计平台各异、数据标准不一、统计

模式涣散的状态下，目前航运业的海量数据

被分割、流散在机构或企业的闭环内，并未

构成大数据。

多数据并不等于大数据，打造智慧港航

依旧缺少能够创造价值的大数据。上海海

事局科信处萨康明指出，当前中国的港航大

数据挖掘尚处于冰山一角，从未来发展来

看，这些资源的发放和流通，将为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提供超乎想象的动力源泉。

萨康明表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

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价值的

产品和服务。港航大数据对航运业将产生

诸多利好，通过分析各大港口货物抵离港

口的情况，可梳理煤炭、石油、矿石进出口

等航运周边市场情况；通过比较全国沿海

船舶数据和船员信息，可分析出各等级、各

类别船员的市场缺口和富余情况，从而便

于船员监管。

航运业遭遇电商冲击
将面临大洗牌

干散货运输复苏遇顶

据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预计，

干散货市场的整体颓势仍将维持数

月时间。其间，所有散货船板块都难

以突破 1 万美元/天的关口。

Bimco 分析师 Peter Sand 指出，自

2014 年 12 月以来，干散运市场始终处

于“极端不利的状态”—BDI 指数（波

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于 2 月 18 日触及

509 点的历史底部，且截至当时，只有

超大灵便型船还坚守在 5000 美元/天

之上，为 5002 美元/天。

据 Sand 预计，3 至 5 月海岬型船

的租金费率仍将维持在 3000 美元/天

至 9000 美元/天的区间。

同 期 ，巴 拿 马 型 船 将 在 5000 美

元/天至 9000 美元/天的区间；超大灵

便型船也将遇到同样的“顶部”。Sand

指出，尽管印度煤炭进口尚能“雪中

送炭”，但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商继

续“力压”巴西对手的状况，目前尚难

得到扭转。

“2014 年，令运费市场甚为遗憾

的就是，竟让澳洲矿商打了胜仗。”

“Bimco 预计澳洲方面仍将守住

胜势，但其代价便是巴西的长途货运

需求遭到摊薄。”

“如今，所有矿业巨头都已为 2015

年和 2016 年部署扩能计划。与此同

时，又一家澳洲矿场——新晋 Roy Hill

将于 2015 年底加入‘大部队’。一旦

它全线投营，将每年出产 5500 万吨铁

矿石。”

集运业需求增长

运价小幅下跌

近日，马士基航运公司亚太地区

首席执行官 Lars Mikael Jensen 表示，

2015 年 集 运 市 场 需 求 有 望 增 长

3%-5%，超过 2014 年，但是运价也许

会小幅下跌。

Jensen 先生认为在供给方面，增

长可达到 5%-7%,预计今年余下时间

和 2016 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速度会

趋于同一节奏。“ 我们预计 2015 年需

求增长会达到 3-5%，仍属于稳健增

长 ，但 在 西 非 和 南 美 地 区 的 集 装 箱

贸 易 已 经 受 油 价 波 动 影 响 。”Jensen

补充道。

马士基航运已经注意到目前的

整体趋势是受供需情况影响，运价波

动，每标箱平均收入逐步下跌。每标

箱平均收入不会大幅上涨，但是运价

将继续波动，整体趋势是小幅下跌，

因此，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是至关重

要的。

近期大部分航线的财务报表显

示收入并不乐观，尤其是东-西航线

贸 易 。 目 前 迫 切 需 要 东 - 西 航 线 的

平 均 运 价 可 盈 利，这 取 决 于 供 需 情

况 。 同 时 ，马 士 基 航 运 之 前 宣 称 计

划 在 五 年 内 每 年 投 资 30 亿 美 元 订

购新集装箱船，每艘可能超过 10000

标箱。

最后，Jensen 解释道：“ 我们的确

需要投资新船，紧跟全球增长步伐，

取 代 旧 船 ，倘 若 市 场 增 长 情 况 不 容

乐 观 ，我 们 将 重 新 交 付 一 些 节 能 期

租船舶。”

中谷海运悄然上演

“大船革命”

进 入 2015 年 ，面 对 国 内 外 贸 易

运 行 和 航 运 市 场 持 续 低 迷 、市 场

供 需 失 衡 的 严 峻 形 势 ，中 谷 海 运

集 团 调 整 战 略 ，悄 然 上 演 一 场“ 大

船 革 命 ”。

近日，中谷海运集团新购的 4.5 万

吨集装箱船已从新加坡起锚，驶往上

海。而中谷海运新购的另一艘 4.5 万

吨集装箱船也即将从德国不莱梅起

航入沪。

据悉，这两条 4.5 万吨级大船 5 月

将正式上线投入运营。而另据透露，

今年中谷海运集团将再购入四条 5 万

吨级大船，预计在今年 6 月至 8 月间投

入运营。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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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运

港口动态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15 港口物流发

展大会”上，多个港口企业人士表示，正在结

合自身特点，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等重大战略进行布局。交通运输部水运

局副局长王明志在论坛上表示，随着国家战

略的实施，水运将发挥巨大作用。

除了地方政府，对目前正在推进的“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最为感

兴趣的莫过于各大港口。

除 了 聚 焦 长 江 经 济 带 建 设 而 增 长 的

长 江 腹 地 外 ，长 三 角 港 口 还 在 试 图 突 破

“ 最后一公里”，实现海铁联运接入“ 一带

一路”战略。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明志在上

述论坛上表示，随着国家战略的实施，水运

将发挥巨大作用。

“水运既可起到与外向型经济衔接的作

用，又通过长江经济带与中西部连接起来。”

王明志说，同时，水运还符合建设生态、环

保、节能减排的重大战略。

但也有航运业人士表示，目前“一带一

路”等重大战略的逐步落地仍需时间，港口

真正获益仍待时日。

对接长江经济带

长江腹地一直是长三角港口的“必争之

地”，而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行，积极

对接长江成为各港口的共识。

上海港在 20 世纪初推出长江战略，目

前在宜宾、武汉、靖江、太仓等地都有投资布

局。“我们不仅仅是投资建港，还将管理和配

套的物流带过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战略

发展部总经理丁嵩冰说，“最近的评估发现，

整个长江经济带市场体量远远超过预期。”

目前，上海港来自长江的货物占大多数，集

装箱水水中转已达到 45.7%。

长江经济带对上海港的促进还将体现

在上海港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

中。上海港对上海关区和上海市与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 35 个国家的贸易进行梳理，根

据丁嵩冰透露，从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来看，

上海市的出口仅占上海关区出口总量的不

到一半，而上海关区对这些国家的

出口数字在逐年上升，上海市甚至

略有下降。“长江的物流市场是足

够的”。丁嵩冰说。

“上海港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长

江，目前宁波港水水中转占 23%。”

宁波港总经济师童孟达说，“长江

经济带不仅需要集装箱运输，还需

要大量的散货运输，所以在这一点

上，我们要积极对接长江。”

对焦海铁联运

宁波港总经济师童孟达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宁波港目前正

在拓展西北业务，希望能够在“一

带一路”的战略带动下成为海铁联

运的枢纽。

“在长三角地区，连云港海铁

联运条件非常好，但是宁波港也有

自身的优势，”童孟达说，“铁路直

通港口，腹地经济发达，港口实力

比较强。”

童 孟 达 说，宁 波 港 从 2009 年

开始切入海铁联运业务，目前海铁联运的比

重占 1%，未来将开通宁波到欧洲的跨境铁

路运输。

目前，镇海港区疏港铁路 2 条煤炭专用

线改造集装箱、杂件等通用专线，打通了镇

海港区集装箱海铁联运“最后一米”，实现国

铁新货运站到镇海港区的无缝衔接。这一

改造，将镇海港区年海铁联运接发能力由原

来的 3 万标准箱提至 10 万标准箱。按照计

划，宁波港今年将完成海铁联运箱量 14.5 万

标箱的目标。

目前，长三角各港口也都希望能够通过

海铁联运或者铁水联运对接“一带一路”重

大战略。

上海市铁路局副局长刘建堂此前透露，

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将首次引进铁路线，同

时洋山港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也将进入

沟通准备阶段。

2014 年上海铁路局在连云港、杭州、义

乌、宁波、合肥、南京、上海等地区开行了至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的多趟时速 120 公里的

铁海联运中亚班列。与此同时，上海铁路局

还优化设计了多条铁水联运班列，包括上海

至成都、重庆等市的多式联运班列，连云港

至郑州、侯马等中西部城市的铁水联运集装

箱班列。

2015 年 1 月 29 日，作 为“ 海 上 丝 绸 之

路”中内陆到港口的快捷物流通道，合肥至

宁波港铁水联运集装箱班列也已开行。

童孟达则指出，海铁联运难点、重点在

铁路运输，“铁路运输有自己的特点，还有国

家与国家质检通关、通检等具体问题。”

加强国际合作

除了进行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准

备，国际港口合作也成为了长三角大港对接

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

童孟达说，宁波港计划在今年举行海丝

港口合作论坛，邀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

口和国内的港口参加论坛，在分享经验的同

时在会上发布需求信息。

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董事长陈戌源也透露，上港集团正在谋

划一个“一带一路”沿线港口论坛，通过港口

间合作实质性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目前

合作港口已有 40 多个。

陈戌源认为，对话机制建立起来后，希

望逐渐向投资、贸易等合作方向演变，最终

使各个港口之间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

陈戌源称，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构

想来自于长江战略的启发，其认为如果能把

长江战略延伸到海上丝绸之路，“空间应该

会有很大”。

（亦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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