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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经济

中国船厂

看好特殊用途船舶市场

由 于 传 统 航 运 业 仍 在 缓 慢 复

苏 、海 工 市 场 陷 入 低 迷 ，一 些 中

国 船 厂 正 在 积 极 寻 找 新 的 增 长

领 域 ，将 目 光 转 向 特 殊 用 途 船 舶

市 场 。

根据国际船舶网消息，蛟龙重工

的一位高层日前表示，蛟龙重工计划

扩展风电安装船业务，已经开发了新

型风电安装船设计，并正在与一些潜

在客户进行谈判。他表示，风电安装

船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过，

政府应该为相关船厂提供更多的引

导支持。

粤新海工表示，船厂的海工业务

目前发展良好，然而，企业已经注意

到，海工船造价未来可能下降。目

前，粤新海工正在努力扩展挖泥船等

特殊用途船舶业务。

中航船舶旗下的中航船舶海工

有限公司同样也在考虑开发更多船

型。该船厂的一位高管称，目前船厂

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淡水河谷欲造50艘大型矿砂船

中国船厂迎机遇

近 日 有 外 媒 报 道 ，巴 西 铁 矿

石 供 应 商 Vale 公 司 与 中 国 船 东

及 造 船 厂 牵 手 合 作 ，计 划 再 订

造 最多 50 艘 400,000DWT 级超大型

矿 砂 船（“Valemax”VLOC）。 业 内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此 番 50 艘 大 型 矿

砂 船 订 单 有 望 全 部 落 入 中 国 船 厂

手 中。

外媒消息显示，Vale 公司近日接

连与中国远洋、招商轮船、山东海运

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旗下工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等签署了长期租船合约，

而 中 远 估 计 即 将 在 中 国 订 造 20 艘

VLOC，剩下的公司也将在中国订造

各 10 艘船舶。

据了解，2014 年，巴西淡水河谷

便陆续与中国远洋、招商轮船签订了

各 10 艘的铁矿石长期运输合同。而

淡水河谷公司目前有 35 艘 Valemax

系列建造完工，此举旨在启动第二批

造船计划。

上海船舶设计院是中船集团旗

下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民 用 船 舶 设

计单位，在公司推出大型矿砂船新

型 设 计 的 背 景 下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中 船 集 团 旗 下 的 船 厂 有 望 获 得 相

关订单。

嘉年华邮轮：

暂不会在中国建造豪华邮轮

据造船海洋日刊消息，嘉年华邮

轮（Carnival）的 首 席 执 行 官 Arnold

Donald 近 日 在 参 加 芝 加 哥 举 行 的

“Society of American Business Editors

and Writers”春季会 议 时 表 示，在 中

国 的 豪 华 邮 轮 旅 游 需 求 日 益 增 长

的 情 况 下，中 国 造 船 厂 将 在 未 来 5

至 10 年内开始豪华邮轮建造工作。

不 过 ，他 表 示 ，Carnival 公 司 只

是 与 中 国 企 业 签 署 了 有 关 成 立 豪

华 邮 轮 建 造 合 资 公 司 的 谅 解 备 忘

录（MOU）而 已 ，有 关 具 体 内 容 眼

下 还 未 确 定，没 有 计 划 在 未 来 1 至

2 年 间 选 择 中 国 造 船 厂 订 造 豪 华

邮轮。

据 估 计 ，中 国 的 豪 华 邮 轮 市

场 有 可 能 增 长 至 50 艘 、70 艘 、乃

至 100 艘 规 模，能 够 建 造 豪 华 邮 轮

的 造 船 厂 数 量 也 将 随 之 增 加。

今 年 1 月 ，嘉 年 华 邮 轮 还 与 招

商 局 集 团 正 式 签 订 谅 解 备 忘 录 ，

双 方 将 携 手 共 推 中 国 邮 轮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以 进 一 步 满 足 中 国 消 费 者

不 断 增 长 的 邮 轮 旅 游 需 求 。 根 据

谅 解 备 忘 录 ，相 关 公 司 将 在 中 国

成 立 合 资 船 舶 公 司 ，将 致 力 于 寻

求 机 会 购 入 由 中 国 自 主 设 计 、建

造 的 邮 轮 ，或 购 入 现 有 的 邮 轮 ；还

要 进 行 码 头 及 邮 轮 目 的 地 开 发 合

资 项 目。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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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无疑是近年来公众关注的热

点。从一开始的奢侈品鞋服箱包，到高端化

妆品，再到奶粉等进口食品，现在这股风已然

吹到了水果生鲜类产品上。上海自贸区进口

水果跨境网购“第一单”近日试运行成功。

进口水果享个人物品行邮税

前不久，一辆装有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樱

桃的冷藏车从上海自贸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大

门缓缓驶出，在完成了查验、分拣包装、报关放

行等全部流程后，以个人行邮物品的方式直接

从自贸区迅速被送达国内消费者的手中。

“原本在跨境通平台是买不到水果、海

鲜等进口生鲜产品的，但是我们走通了这条

路，并将为消费者节省平均 27%的花费。”上

海伊禾农产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蒋佳告诉记者，在跨境通平台上购买的澳

大利亚樱桃要比市场便宜近三成。

记者了解到，根据《入境旅客行李物品

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则归类表》，目前

入境物品进口税税率分为 10%、20%、30%和

50%四档，而进口水果暂时被海关列入行邮

税“其它食品”大类。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跨

境通平台上购买的产品，能在试行期内享受

“其它食品”类仅 10%的行邮税税率。而且，

如果每单 (食品)低于 500 元人民币，还能直

接享受免税待遇。

去年 12 月，伊禾国贸与上海跨境通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自

贸区负面清单，开展跨境通平台上进口水

果、生鲜综合交易服务平台建设。首先进入

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樱桃交易就是由入驻

该平台的天天果园完成的。蒋佳表示，随着

首笔跨境交易的顺利完成，自贸区跨境生鲜

电商也将正式启动。

货物到港至销售只需8小时

据介绍，上海一年的进口水果价值达

到 150 亿 元 到 180 亿 元 人 民 币，每 年 增 长

率 在 37% 到 39%，其 中 七 八 成 通 过 海 运 来

到洋山港。

虽然“洋水果”在国内日益走俏，但由于

入关后要交纳高昂的关税、增值税，往往价

格不菲，一直以来依然是高端的小众产品，

而一些价格更昂贵的进口水果税费更高。

目前，走通进口水果跨境通这条路，得

益于洋山深水港的区位优势和自贸区的政

策创新。“先进区后报关”、“两检合一”、“分

送集报”等创新模式，为进口贸易商提高周

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提供了便利。据蒋佳

介绍，进口贸易商可以根据不同船舶靠港时

间来选择传统报关进区模式或者“先进区后

报关”，最大程度保证水果货物在最短时间

停靠查验平台，完成水果查验。

同时，鉴于自贸区“两检合一”的时效

性，新型的自贸区清关模式较传统的区外口

岸清关模式，从货物靠港到进市场销售的时

间由 3 天缩短到 12 小时，最快只要 8 小时。

此外，一般货物正常报关需 1.5 天到 2 天，备

案只要半小时，在货物出区环节，可以通过

之前的备案直接运往全国各地。

未来，伊禾国贸将把内地货品集中至洋

山港的平台，利用园区海关监管仓库进行二

次拆拼箱，再通过国际远洋干线运送到韩

国、日本等地，逐步开展集拼和转口业务，提

升上海口岸的物流增值服务。 （任 敏）

自贸区跨境生鲜电商启动

日前出炉的综合研究报告《中国城市

60 强》（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物流行

业的整合期已经到来，薄利和日益加剧的竞

争成型，驱使着第三方物流公司整合物流仓

储空间，寻求规模化经济。

报告指出，中国物流市场的版图已日

趋形成。巨型城市区域供应链愈加复杂，

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区域——长三角、珠

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拥有的现代物流仓储

空 间 占 据 了 全 国 总 量 的 2/3。 同 时，内 陆

城 市 物 流 产 能 增 长 明 显 。 随 着 制 造 业 活

动 向 中 国 中 部 和 西 部 城 市 持 续 转 移 ，西

部、中部以及中国东北部城市的物流市场

发 展 迅 速 。 大 规 模 的 高 速 公 路 基 础 设 施

投资建设，也带动了内陆和低层级城市市

场的发展。

在经过了几年的强劲扩张后，中国物流

市场格局已发生改变。经济发展的放缓，加

上日益增长的成本压力和局部供应过剩问

题，使该行业的竞争局面和需求发生变化。

尽管中国实体零售市场的扩张和大型

制造业基地的建设，仍将是现代物流仓储需

求的主要驱动力，但电子商务和全渠道零售

的崛起已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中国电子商

务配送网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随着电商企

业运作更加高效，由电子订单配送中心、退

货处理中心和其他专业设施组成的物流市

场新生态体系，将逐步发展起来。

仲量联行中国区工业部总监司徒艺表

示：“随着更多投资者进入物流地产市场，虽

然局部有可能出现选择性供应过剩的局面，

但应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

规模，物流市场在总量上仍处于供应不足的

状态，电子商务的发展正逐步填补需求缺

口。与美国重点城市的 1.55 亿平方米甲级

物流仓储总量相比，中国的 2900 万平方米

同类物业储量更是相距甚远。”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物流土地的供应

不足也限制了 60 强城市物流业的发展。但

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已经驱使政府注意力转

向物流行业，为其供应更多的土地。此外，

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高效的物流网络，是城

市竞争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冯建强

总结道：“传统零售实体店、电子商务和全渠

道零售网络这‘三驾马车’，将强劲地带动物

流地产发展，并继续为中国 60 强城市提供

长期增长机遇。同时中国的消费阶层正在

快速壮大，国内消费与其他结构性利好因素

也正在形成合力，为物流地产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长期发展前景，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增

长。” （郑建玲）

中国物流业面临整合挑战

物流动态

因为油价下跌，航运上市公司 2014 年

业绩实现整体盈利。根据数据统计，从目前

24 家发布年报和业绩预告的航运公司来

看，只有中海海运一家公司亏损。

但不容乐观的是，去年航运上市公司翻

身主要是借助低油价，但整个行业仍持续低

迷，相关公司盈利增长恐难持续。

分析认为，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航

运主业持续低迷，为行业提供了改革动力，

不排除四大航运央企（中国远洋、中海集运、

中外长集团、招商局集团）互相整合的可能。

超九成航运公司盈利

记者根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 4 月中

旬，共有 24 家航运公司发布了 2014 年年报

或预报，营业收入均实现正增长，净利润也

仅有一家公司亏损，23 家公司实现盈利。

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

大幅下滑，从 6 月份高位每桶 107 美元下跌

到不足 50 美元，跌幅已经接近 50%。

据了解，燃油成本占到航运公司成本

的 20%-40%（集运公司有集装箱设备的成

本，燃油成本占比低于散货和油运公司），

燃油价格的下跌必然带来航运公司成本端

的改善。

分析师认为，在航运业整体景气度低迷

的情况下，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的航运企业

的业绩对于成本改善敏感度较高。2014 年

航运上市公司的大幅扭亏已经体现了油价

下降的改善效果明显。

尽管2014年大部分航运上市公司实现盈

利，但航运业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并未好转。

数 据 显 示 ，2014 年 国 际 干 散 货 市 场

低 迷 依 旧 ，BDI 指 数 持 续 下 滑 ，全 年 均

值 为 1105 点 ，同 比 下 降 8.4% ，全 年 累 计

下 跌 63% 。 2015 年 一 季 度 创 新 低 ，单 季

度 下 跌 22% ，最 低 点 达 509 点 ，创 出 近 30

年 新 低 。

在这种行业背景下，航运上市公司除了

受益油价下跌以外，中国远洋和招商轮船是

依靠补贴实现扭亏为盈，中海发展依靠补贴

增厚了公司利润，中海集运则是码头转让增

厚了利润。

不难发现，航运上市公司业绩可谓表面

看起来美好，但实际上仍旧没有脱离困境。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航运业存量运

力过剩，未来几年供求关系难有明显改善，

目前还看不到行业趋势性向上的拐点。”兴

业证券分析师龚里向记者表示，在油价暴跌

的情况下，集运公司和油运公司短期可以享

受到成本端改善带来的盈利增长，或将带来

交易性的机会（一季度业绩超预期），这样的

盈利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国资航运巨头存整合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以南北车合

并为代表的央企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南北车合并旨在增加议价力，减少国内

企业在海外恶性竞争。南北车合并更是打

开了竞争性行业国企整合预期。

有消息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其他央企强

强联合重组的可行性方案，目前处于调研和论

证阶段。以南北车打头阵，未来可能有更多的

央企巨无霸复制这一模式，走上合并之路。

分析师认为，同为全球竞争的航运市

场，理应通过同样方式寻求资源和话语权的

最大化，集运业务或为整合首选标的。

据了解，中国远洋和中海集运集装箱业

务有较多相似性，且管理层互相交流任用，

亦有多年合作基础。2014 年，中国远洋和

中海集运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称，将通

过建立战略联盟、开展合资合作、协调资源

配置、互为供应服务商、共同开发客户、开拓

新兴市场等方式，在航运、码头、物流、船舶

修造等领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

立资源共享的发展机制。

此外，中外运集团与长航集团的整合自

2008 年就已经开始。2014 年，中外运长航

与招商轮船合资建立 ChinaVLCC 并合并经

营各自 VLCC 船队，也可视为较为成功的改

革尝试。

中远集团董事长马泽华曾表示，资源内

外整合将成为航运市场的竞合常态，企业跨

界融合将成为推动航运发展的产业常态，但

航企整合决定权不在企业手中。

银河证券研究报告指出，航运业的改革

与转型的推进是 2015 年行业投资的主线之

一。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航运主业持续

低迷，为行业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宏观背景，

以及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

龚里还认为，我国四大航运央企业务多

有重合，航运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国际市场，

四大航运央企理当抱团一致对外。在行业

持续低迷、企业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在国企

改革的背景下不排除四大航运央企互相整

合的可能，如果有所进展，或将成为航运股

的又一催化剂。 （李春莲）

船运公司难脱困境
四大航运央企整合预期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