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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三五” 港口发展面临形势

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对宏观形势与经

形势与要求

济走势判断

从全球、全国、区域三个不同空间初步从全球、全国、区域三个不同空间初步
分析港口发展面临的重大变化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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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主题没有变

国际经济环境：发展&调整&竞争

 经济贸易长期持续增长态势没有变

 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

世界GDP(左轴)和外贸出口额(右轴)增长趋势：万亿美元
（世行、IMF）

世界货物外贸出口额增速变化趋势图(IMF)

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外贸额增
速变化一致，说明经济一体化加强。

1、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 总 年 美

国际经济环境：发展&调整&竞争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康社会。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美
国2015年的总量水平。

人均GDP将达到12600美元，进入高收入
国家的起点，意味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2030年前后，中国 GDP总量将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 大经济体。
3、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进入先进国家行列， 人均GDP赶
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为3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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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型”国际分工体系正在调整

国际经济环境：发展&调整&竞争

“一带一路”战略示意图

国际经济环境：发展&调整&竞争

 国家（地区）间的竞争更为复杂和激烈
• 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

丝绸之路经济

双重压力 主动竞争

• 新 轮科技革命兴起

• 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

“四个转变”
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从外围到中心转变

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 从大国向强国转变

丝绸之路经济
带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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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变

国内经济走势：动力转换&增速换挡

模式转变

高投资 高出口 高工业

消费 服务 ……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 主要的拉动力量高投资 高出口 高工业
• 消费比重由2010年的历史最低值48%上升

到2030年的64%

资源环境约束
服务业的发展
• 2020~2030年工业化基本完成

城镇化

国内经济走势：动力转换&增速换挡

• 城镇化快速推进、加速度放缓

• 更注重人的城镇化

• 重点实现2亿人的市民化

• 将引致大量的基础设施、消费需求

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加的百分点（统计局、国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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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 美国追赶英国

• 德国 日本追赶美国

国内经济走势：动力转换&增速换挡

德国、日本追赶美国

• 亚洲四小龙追赶欧美

• 后发国家不断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加快发展

• 我国亦如此

• 我国与技术前沿距离越来越近减弱 我国与技术前沿距离越来越近

• 直接学习和引进步伐放慢

• 更多依赖自主创新

减弱

13%

国内经济走势：动力转换&增速换挡

“高速－中高速－中速”

12.3%

8.6%

9.8%

11.3%

9.5%

7.9% 7.8%
7.3%

6.9%

6%

7%

8%

9%

10%

11%

12%

13%

八五 九五 十五 十 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我国GDP增速变化图

八五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我国GDP增速变化趋势预测（OECD、国研中心）

未来GDP增速

2015-2020：6%-7%         2020-2030：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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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航运全面东移

全球层面：东移&要求全面提升港口服务功能和层级

2004年全球港口航线挂靠格局

2014年全球港口航线挂靠格局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全球层面：东移&要求全面提升港口服务功能和层级

我国主要指标占全球比重

• 我国的港航服务层级与我国的经贸地位不匹配• 我国的港航服务层级与我国的经贸地位不匹配航运基础要素已实现向亚洲集聚。

亚洲对高端航运服务业的需求日益扩大。

传统植根欧美的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服务有主

动贴近亚洲市场的趋势。引发亚洲的激烈竞争

不能适应全面“东移”要求

我国迫切需要有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层面
竞争的全球性航运中心。即全面提升航运服
务功能和服务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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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向：“一带一路”将全面提升我国对外航线辐射的深度和广度

国家层面：国家战略&全面提高港口海陆双向辐射能力

亚洲内部的产业转移方向：

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我国沿海地区向东南亚

和沿江沿路的中西部内陆转移。

• 我国对外航线在传统的欧洲、美国线之外正在快速多元化

•“一带一路”是金融危机后我国集装箱国际航线的主要增长点，

其中东盟占“一带一路”的53％ 根据海关统计整理

国家层面：国家战略&全面提高港口海陆双向辐射能力

内陆省份的需求高度集中在
中心城市（综合运输枢纽节点）

陆向：要求全面提升以港口为枢纽辐射内陆重要
节点的综合物流服务水平。
（是提升内陆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全方位开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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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沿海有8省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进入世界中等发达经济体阵营

区域层面：中等发达水平& 港口转型升级

• 5个港口城市超过2万美元，接近“发达水平”

主要港口城市加速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变

要求港口加快转型升级
• 提升能级：提升服务功能和服务层级，以港口的转型升

级引领城市在全球、全国城市版图中地位的提升。

• 绿色生态：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港口绿色布局要求。

• 港城协调：特大型港口城市出现“去港口化”、“港

退城进”的趋势或舆论压力。

2 “十三五”港口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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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五年我国港口发展成就显著

沿海港口设施保障和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015年底沿海港口通过能力79亿吨（内：集装箱1.74亿TEU），
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煤炭、原油、铁矿石和集装箱四大系统港口布局基本形成，

码头大型化、专业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主要港口进港航道等级10万吨级及以上，建成一批30万吨级进港航道。主要港口进港航道等级 万吨级及以上，建成 批 万吨级进港航道。

 2015年海运量55亿吨，其中国际海运量36.1亿吨，占全球比重30%。

 亿吨以上港口密集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

 新港区开发为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阶段特征： 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品质提升

“十三五”沿海港口发展趋势

 运输需求中速增长

 货运结构平稳调整

 港口功能加快拓展

主要特点：

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提升 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提升

 科技创新成为发展新动力

 更加注重绿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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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趋势分析

1. 总量增长趋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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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货物吞吐量 增速:右轴

2000-2015年：

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4.2
亿吨，增长到93.5亿吨，增长了6
倍。年均增速13.4%。

2015年沿海货物吞吐量增速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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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沿海货物吞吐量增速为
2.3%，2016年1-8月完成64亿吨，
同比增长2.1%。

货物吞吐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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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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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15

吞吐量趋势分析
十三五沿海港口吞吐量将由快速增长转入中速个位数增长阶段，

呈现吞吐量净增量、年均增速“双减缓” 趋势。

 十三五期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20年预
计115亿吨，年均增长4.2%。

 预计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年均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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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货物吞 年 增
4.3亿吨，

“十三五”吞吐量净增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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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货物吞吐量年均净增量:亿吨 年均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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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货类发展趋势：煤炭

2000-2015年沿海港口煤炭吞吐 32%25
煤炭吞吐量:亿吨 增速:右轴

量由2000年的3.6亿吨，增长到2015
年的18.2亿吨；年均增长11.4%，
年均净增1.0亿吨，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2015年同比下降6.1%，2016年
1-8月煤炭吞吐量12.2亿吨，同比下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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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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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煤炭吞吐量 亿吨，同比下
降1.5%；其中一次下水量5774亿吨，
下降1.3%；外贸进口煤炭1.4亿吨，
增长4.9%。

煤炭吞吐量及增速现状

-8%0
2000 2015

主要货类发展趋势：煤炭
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加之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

影响，十三五期煤炭吞吐量增速将明显放缓。
“十三五”吞吐量仍保持持续增长，但增
速明显放缓。预计到2020年：

 沿海港口煤炭吞吐量将达到21亿吨左
右；年均增长2.9%。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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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煤炭一次下水量将达到7.6亿吨，
年均增速4.9%左右。

 外贸进口量总体将有一定下降，年度间
波动较大。

“十三五”煤炭年均净增量及增速预测

1324 

6.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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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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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八五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煤炭吞吐量年均净增量：万吨 年均增速:右轴

12



2016‐12‐6

13

主要货类发展趋势：原油

2015年沿海港口完成原油吞吐量
4 6亿吨 其中 原油外贸进口量由 80%

100%5.0
原油外贸进港:亿吨 增速:右轴

4.6亿吨。其中，原油外贸进口量由
2000年的0.6亿吨，增长到2015年
的3.2亿吨；年均增长11.3%，年均
净增1685万吨，保持较快增长。

2015年增长10.2%，其中外贸增
长9 5% 2016年1-8月吞吐量5 8亿

0.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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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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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长9.5%，2016年1-8月吞吐量5.8亿
吨，增长7.7%；其中，外贸接卸原
油2.3亿吨，增长7.3%。

原油外贸进口量及增速现状

-20%0.0
2000 2015

主要货类发展趋势：原油
结合未来我国汽车等下游行业油品需求增长趋势，预计十三五沿

海港口外贸原油进口量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十三五”期继续保持稳定较快增长。

 2020年沿海港口原油吞吐量将达
到5.4亿吨左右；年均增长3.3%。

 外贸原油进口量将达到4 2亿吨左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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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贸原油进口量将达到4.2亿吨左
右；年均增长5.8%。

“十三五”外贸原油进口年均净增量及增速预测

25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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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外贸进口年均净增量：万吨 年均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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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货类发展趋势：铁矿石

2015年沿海港口完成铁矿石吞吐
量15.4亿吨。其中，外贸进口量由 10.2 

50%

10

12
铁矿石外贸进港:亿吨 增速:右轴

量15.4亿吨。其中，外贸进口量由
2000年的0.7亿吨，增长到2015年
的10.2亿吨；年均增长19.6%，年
均净增6353万吨，保持高速增长势
头。

2015年增长0.9%，外贸增长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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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外贸增长
0.8%，2016年1-8月铁矿石吞吐量
10.9亿吨，同比增长7.0%；外贸接
卸铁矿石7.1亿吨，增长6.9%。 铁矿石外贸进口量及增速

0%0
2000

主要货类发展趋势：铁矿石

据《钢铁工业“十三五”规划》我国粗钢消费需求量可能在“十三五”
期间进入峰值弧顶区。考虑国产矿稳中有降的趋势，预计外贸进口矿将在

“十三五”期外贸铁矿石进口量总体
继续保持增长，年均净增量、增速均
有明显放缓；

2020年我国沿海港口铁矿石进口量

高位稳定略有增长。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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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10.5亿吨左右；年均净增量
545万吨左右。

“十三五”外贸铁矿石进口年均净增量及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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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外贸进口年均净增量：万吨 年均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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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货类发展趋势：集装箱

2000-2015年沿海港口集装箱
2 0

35%

40%2.5
集装箱箱量:亿TEU 增速:右轴

吞吐量由2000年的2130万TEU，
增长到2015年的2.0亿TEU；年均
增长16.1%，年均净增1183万
TEU，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2015年增长4.3%，2016年1-8
月集装箱吞吐量1 36亿TEU 同比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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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集装箱吞吐量1.36亿TEU，同比
增长3.3%。

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现状

-10%

-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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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货类发展趋势：集装箱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沿海省份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技术创新和

升级，向精细化生产趋势明显。未来集装箱适箱货比重仍有提升，沿海港口
集装箱运量将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发展

“十三五”期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增速放缓。

2020年我国沿海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将达到2.4亿TEU；

集装箱运量将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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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量将达到2.4亿TEU；

年均增速约3.8%，年均净增
824万TEU左右。

“十三五”集装箱年均净增量及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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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净增量：万TEU 年均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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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三五”港口发展总体思路

发展方针： 围绕“四个全面”、“五大理念”，以“四个交通”引领，

总体思路

改革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结构，增强动力，着力推进转

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构建现代化港口体系，为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强有力支撑和保障

基本原则

32

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统筹协调

 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开放融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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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发展总目标：

总体思路

 港口战略支点地位进一步强化

 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显著提升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点突破

海运大 向海运 进 海运大国向海运强国迈进

基本形成“保障充分、服务高效、平安绿色、国际影响力强”的现代化港航体系

33

保障性

设施水平

经济性

物流效率

引领性

流强港

安全性

安全应急

可持续

资源利用

总体思路

• 设施水平

• 服务效率

• 服务品质

• 物流效率

• 枢纽效率

• 服务选择

• 一流强港

• 航运中心

• 自贸区

• 走出去

• 安全应急

• 安全保障

• 危化品监管

• 资源利用

• 低碳排放

• 污染治理

• 生态保护

 专业化码头能力适应度1.1
 口岸服务水平和效率显著提高
 多式联运加快发展

 重点海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全覆盖
 离岸百海里海域应急到达时间不超过90分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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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来沿海港口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突破口

服务功能拓展

十三五期沿海港
口要高度重视服
务功能拓展，实
现港口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
拓展问题

加快传统运输功能升级；

加快实现服务功能的多
元化；

加大与电子商务、金融
和效率的全面提
升。

加大与电子商务、金融
等新型业态的融合；

注重服务效率的提升。

“十三五”期港口重点建设方向：完善、调整、提高

建设重点

 结合钢铁、石化等产业新的布局，完善主要货类系统布局。

 完善邮轮、LNG等新兴货类系统布局

 结合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相应配套开发新港区，完善空白带的港口布局

 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对位于城区内的货运港区进行功能调整

 对一些小码头、老旧码头进行技术改造，提等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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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口企业的应对措施建议

点 躺着赚钱 线-走着赚钱 网-跑着赚钱

变化趋势

点-躺着赚钱 线-走着赚钱 网 跑着赚钱

经营模式的变化 盈利特点的变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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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做精主业，推进港口综合枢纽建设1

• 完善码头功能，补齐铁路等港口集疏运体系

短板，增强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

• 积极推进依托港口的综合枢纽建设，优化水

水中转、铁水联运等运输组织模式，大力发

展多式联运业务。展多式联运业务。

• 设立内陆无水港，与临港物流园区、产业园

区有效衔接，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 提升港口服务效率与品质，切实降低物流成本。

拓展港口服务功能，发展现代港口业2
现代
物流

金融

• 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业。提升冷链物流、液装物流、

化工物流等专业化物流服务水平，开展保税物流业

务，提升港口服务效率与品质。

• 发展港口商贸和综合服务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

融
保险

电子
商务

港口
地产

链，延伸运输服务链。拓展港口金融、保险、电子

商务、地产等业务，培育邮轮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地产

邮轮
产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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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资本、技术、管理等为纽带，推进港口资源整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做强做优做大国有港口企业3

合和跨区域联盟合作。

• 积极推进港航企业兼并重组，开展强强联合、专

业化整合、内部资源整合，做强做优做大企业。

•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互联互通、产能

合作，合理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重点港口建设运

营，促进以港口为节点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更新改造主要设备，优化作业工艺、应用辅助

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港口绿色发展4

更新改造主要设备，优化作业工艺、应用辅助

设施，提升港口节能水平和效果。

• 采用燃料替代，加强可再生资源利用，提升港

口低碳排放能力。

• 大力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LNG清洁能源利• 大力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LNG清洁能源利

用，推进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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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自贸区平台 推动建设海运 国际贸易

建设智慧港口，提升港口信息化水平5

• 充分利用自贸区平台，推动建设海运、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促进海运口岸便利化。

• 依托国家集装箱海铁联运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

打造智能化无人码头。

• 推进“互联网+港口”应用，推进以港航电子数据

交换为核心节点的港口物流信息平台建设。

• 加强同国外先进资本以及国内优质资本在具体项

创新企业机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6

• 加强同国外先进资本以及国内优质资本在具体项

目中的合作，建立灵活高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不断优

化运营管理机制和模式，从生产经营型向资本运

营型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成为具有

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品牌港口运营商。

22



孔凡华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研究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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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周期性看，当前市场正逐步走出低谷

近50年世界经济、海运贸易、运价指数的周期性变化

一、从周期性看，当前市场正逐步走出低谷

近三年国际航运市场运价指数的表现：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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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周期性看，当前市场正逐步走出低谷

近三年国际航运市场运价指数的表现：干散货

一、从周期性看，当前市场正逐步走出低谷

近三年国际航运市场运价指数的表现：VLCC油轮

25



二、从供需关系看，运力过剩的压力缓解

不同板块也有差异：新船交付不同板块也有差异：新船交付

到7月底，集装箱新船订单占现有船队比例仅为17.1%，为近17年以来最低。
到9月底，进一步降低到16%。 （资料来源：Clarkson）

二、从供需关系看，运力过剩的压力缓解

不同板块也有差异：新船交付不同板块也有差异：新船交付

今年一、二季度，干散货船队运力
环比增幅仅为0.3%和0.5%。

干散货船新船订单则急剧减少，上半年仅有26.5亿美元，同比减少38%；
到9月底除中国船东为履行与淡水河谷的协议而订造的VLOC外，仅有40
万载重吨。 （资料来源：Clarkson）26



二、从供需关系看，运力过剩的压力缓解

不同板块也有差异：新船交付不同板块也有差异：新船交付

（资料来源：Clarkson）

油轮市场近两年的高位期已过，2016年到2017年将迎来新船交付高峰。

二、从供需关系看，运力过剩的压力缓解

不同板块也有差异：运力供需增速（%）对比不同板块也有差异：运力供需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Clar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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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供需关系看，运力过剩的压力缓解

中国进口依然给力：“中国因素”无法替代中国进口依然给力：“中国因素”无法替代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2016年年年年9月份月份月份月份，，，，中国主要货种外贸进口中国主要货种外贸进口中国主要货种外贸进口中国主要货种外贸进口（（（（万吨万吨万吨万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万万万TEU））））年度统计年度统计年度统计年度统计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铁矿石7.63亿吨，增长9.1%；原油2.84亿吨，增长14%；
煤1.8亿吨，增长15.2%；集装箱沿海港口吞吐量1.44亿TEU，增长3.3%。

三、从竞合关系看，行业氛围正趋于理性

CKYHECKYHECKYHECKYHE

四大联盟的16家班轮公司运
力占全球运力的75%以上

联盟合作成为主流

2M G6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克拉克森克拉克森克拉克森克拉克森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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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竞合关系看，行业氛围正趋于理性

2017年4月1日将形成三大联盟的新格局（80%）

3M THE THE THE THE 

AllianceAllianceAllianceAlliance

海洋联盟海洋联盟海洋联盟海洋联盟

班轮联盟——未来格局

三、从竞合关系看，行业氛围正趋于理性

运力拆解加快，新船投资谨慎

1-9月份，全球共拆解运力361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1%；新签订单2290万载重吨，同比下降73%。

（资料来源：Clarkson）29



三、从竞合关系看，行业氛围正趋于理性

运力拆解加快，新船投资谨慎

旧船拆解旧船拆解旧船拆解旧船拆解 同比同比同比同比 新签订单新签订单新签订单新签订单 同比同比同比同比

1-9月份分船类旧船拆解、新签订单统计

（资料来源：Clarkson）

（（（（万载重吨万载重吨万载重吨万载重吨））））

新签订单新签订单新签订单新签订单

（（（（万载重吨万载重吨万载重吨万载重吨））））

油轮油轮油轮油轮 160 -16% 640 -84%

干散货船干散货船干散货船干散货船 2520 6% 1240 -32%

集装箱船集装箱船集装箱船集装箱船 600 253% 210 -90%

四、从宏观环境看，宜谨慎看待市场复苏

� 全球经济、贸易仍处于景气水平下方
经济旺盛的标志经济旺盛的标志经济旺盛的标志经济旺盛的标志：：：：全球经济增速全球经济增速全球经济增速全球经济增速4%4%4%4%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全球贸易增速全球贸易增速全球贸易增速全球贸易增速7%7%7%7%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资料来源：IMF)

10月份，IMF预测2016、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3.08%、3.44%；货物进口增速
2.41%、4.05%；到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3.78%，货物进口增速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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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宏观环境看，宜谨慎看待市场复苏

从租金水平变化来看，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到2017年底：

以一年期租费
率为例

• 市场回升期望值不应过高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2
0
1
4
.1

2
0
1
4
.2

2
0
1
4
.3

2
0
1
4
.4

2
0
1
5
.1

2
0
1
5
.2

2
0
1
5
.3

2
0
1
5
.4

2
0
1
6
.1

2
0
1
6
.2

2
0
1
6
.3

2
0
1
6
.4

2
0
1
7
.1

2
0
1
7
.2

2
0
1
7
.3

2
0
1
7
.4

One Year TC Rate (VLCC)

率为例

11000美元/天 24000美元/天
8000美元/天 11000美元/天

36000美元/天 29000美元/天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
0
1
4
.1

2
0
1
4
.2

2
0
1
4
.3

2
0
1
4
.4

2
0
1
5
.1

2
0
1
5
.2

2
0
1
5
.3

2
0
1
5
.4

2
0
1
6
.1

2
0
1
6
.2

2
0
1
6
.3

2
0
1
6
.4

2
0
1
7
.1

2
0
1
7
.2

2
0
1
7
.3

2
0
1
7
.4

One Year TC rate (Capesize)

2
0
1
4
.1

2
0
1
4
.2

2
0
1
4
.3

2
0
1
4
.4

2
0
1
5
.1

2
0
1
5
.2

2
0
1
5
.3

2
0
1
5
.4

2
0
1
6
.1

2
0
1
6
.2

2
0
1
6
.3

2
0
1
6
.4

2
0
1
7
.1

2
0
1
7
.2

2
0
1
7
.3

2
0
1
7
.4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2
0
1
4
.1

2
0
1
4
.2

2
0
1
4
.3

2
0
1
4
.4

2
0
1
5
.1

2
0
1
5
.2

2
0
1
5
.3

2
0
1
5
.4

2
0
1
6
.1

2
0
1
6
.2

2
0
1
6
.3

2
0
1
6
.4

2
0
1
7
.1

2
0
1
7
.2

2
0
1
7
.3

2
0
1
7
.4

8300 TEU, One Year TC Rate

小 结

有利因素不断累积：周期性低位回升、过剩产能不断退
出、供需基本面改善、市场回归理性… …

不利因素阻碍回升幅度：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国际不利因素阻碍回升幅度：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国际
宏观环境景气度不够… …

谨慎、理性、适度发展，
应对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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