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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述评》指出班轮竞争程度下降，强调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抗御能力 
 

指出供需差距正压缩价格，威胁全球海运复苏 
 

2012 年 12 月 4 日，日内瓦――贸发会议 2012 年《海运述评》1 (下称“《报告》”或“《述

评》”)表明，2011 年世界海运贸易――  一项衡量航运、港口和物流服务的指标――攀升了

4%，达到 87 亿吨的历史最高值。 

 

不过，《报告》称，同年，世界船舶供应能力增长更快，增速为 10%，首次总计达到 15 亿载重

吨。这种供求落差对于业界和市场盈利能力来说都是负面消息，特别是鉴于船舶供应能力仍在

持续增长，而且目前经济前景黯淡，充满不确定性，致使需求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 

 

《报告》指出，在世界海运贸易增长的同时，2011 年全球港口吞吐量也以 5.9%的速度上升。从

贸易量来看，60%的世界海运贸易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港口装载的，57%是在这些国家的港口卸载

的。这与以往的格局截然不同。在以往，发展中经济体主要用作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装载区。 

 

盈利能力面临挑战，竞争下滑 

 

《海运述评》警告说，供需不平衡正在挤压货运市场，并使很多航运公司财政吃紧，因为这种

情况通常会降低货运价格，压缩收入，侵蚀利润。贸发会议的报告称，在某种程度上，价格降

低对贸易的净影响(特别是对运输费用过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依然可能是正面的。将一个 20 英

尺标准箱从上海运至北欧的平均费用从 2010 年的 1,789 美元降至 2011 年的 881 美元。同期，

将一个 40 英尺标准箱从上海运至美国西海岸的平均价格从 2,308 美元降至 1,66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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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至 2012 年，有直接班轮航线连接的国家对的比重稳定在 18%；而其余的国家对，仍需至

少一个转运港。《报告》称，同期，世界范围内，提供往返各国港口服务的班轮公司的平均数

目下降了 4.5%。同时，最大集装箱船的平均规模扩大了 11.5%。2004 年至 2011 年期间，班轮公

司的平均数目下降了将近 23%，而部署的最大船舶的规模翻了将近一番。《报告》称，业界集装

箱船的规模及其运力不断扩大，而竞争则在不断下滑，这种趋势如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支撑运输和贸易的国际法律和监管框架也在变化。《海运述评》汇报了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贸易便利化、海上和供应链安保、海上安全及环境问题的重要动态。值得注意的一个监管

动态，是制定了一套旨在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国际航运所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运作措施。

在国际海事组织的主持下，这套措施 2011 年 7 月获得通过，有望于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海运、气候变化关切和可持续性 

 

今年的报告还重点讨论了运输部门所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亦即：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货

运的负面影响。该部门面临双重挑战。 

 

一方面，运输部门必须减少对能源的高度使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并

协助控制气候变化。国际能源署估计，运输部门(包括货运和客运)消耗了 50%以上的全球液态化

石燃料。同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估计，世界温室气体排放

量中有 13%与运输有关。如果放任自流，这些排放有可能随着全球经济日趋活跃而继续增长。 

另一方面，运输部门面临不利气候变化影响，需要加以适应并建立气候抗御能力，尤其是港口

的气候抗御能力。港口是国际贸易的核心，也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种

种气候变化影响，例如海平面上升、洪灾、风暴潮和强风。 

 

《报告》认为，没有哪一种单一、直接的办法能够成功应对让海运具有环境可持续性这一挑

战。然而，《报告》称，有必要转向可持续性和抗御能力更强的货运系统。相关战略包括：采

用能源效率更高的运输系统、推广使用更清洁的燃料、转向更清洁的运输方式以及调整物流业

务流程。评估气候变化对运输系统的潜在影响并采取适当的适应措施对于气候抗御能力来说至

为关键。《报告》称，应将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纳入运输规划和投资决策的主流。这种转变要

求公共实体和私有实体开展经过认真考虑的协调努力，也需要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收集数据和

资料、开发技术，并创造有利的政策和监管框架。《报告》称，要在这一方面取得实质性进

展，就必须筹集迫切需要的财政资源，包括通过加强公共部门参与、公私伙伴关系以及气候融

资方案筹集所需的财政资源。 

 

背景 

 

海运是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从数量来看，全球贸易中约有 80%经由海上运输并由世

界各港口装卸；从价值来看，全球贸易中有 70%以上经由海上运输并由世界各港口装卸。在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上述比重还要更高。 

 

贸发会议《海运述评》已经连续 44 年跟踪报道影响世界海运贸易、航运、世界船队、港口、货

运市场以及与运输有关的监管和法律框架等方面的重要动态。《述评》还扩大了其报道范围，

在其中加入了内陆运输以及相关运输辅助服务。《述评》跟踪长期趋势和近期动态。 

 

和以往的《述评》一样，2012 年版的《述评》载有关于海运贸易、船队运力、航运服务以及港

口装卸活动的评论性分析和大量独家数据，包括长期数据系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