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航运市场季报（第一季度） 
                               ——中国沿海主要干散货运输市场 

1 中国沿海干散货航运市场第一季度回顾 

1.1 港口运行情况 

受宏观经济影响，前两个月我国港口运输生产继续低迷，但一些环比生产数

据有所改善，有反弹迹象。3 月份，我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增长 2%，摆脱了数月

来的负增长。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港口（以下简称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累计

8.6 亿吨，其中沿海港口 6.3 亿吨，下降 7.2%；内河港口 2.3 亿吨，增长 1.5%。

其中，2月份港口货物吞吐量继续负增长，但降幅较上月减少了 1.9 个百分点，

摆脱了前期下降速度不断加快的风险，显示港口生产正在逐渐走出低谷。特别是

受外贸影响较小的内河港口，吞吐量一改上两个月下降走势。 

1.2 煤炭运输市场 

1.2.1 供需影响因素分析 

1、煤炭需求起伏波动，港口库存呈“W”型 

 港口库存就是煤炭运输需求市场的晴雨表，煤炭库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煤

炭的供需状况，反过来，又对煤炭运输市场起到一定的缓冲和推动作用。 

年初，沿海各大电厂日耗煤量有所上升，港口库存下降，1 月中旬秦皇岛港

口库存达到最低的 494 万吨，较 2008 年年底下降了 131 万吨，钢厂开始恢复生

产，推动煤炭需求有所回升；然而截止到 3月 2日，由于煤炭需求不旺，港口和

电厂煤炭库存高，秦皇岛港口库存又反弹到了 767 万吨的高位。进入 3月份后，

煤炭运输迅速回暖，煤场存量迅速回落到合理水平，截止到 3 月 31 日，库存为

485.67 万吨（其中，内贸 460.24 万吨、外贸 25.43 万吨），较 3 月早些时候继

续下滑，较今年最高峰时 790 万吨下降 304 万吨，降幅达 38.5%。广州港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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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也由 2月份的 260.8 万吨高位下降到 3月 25 日的 190.8 万吨。 

2、用电量数据止跌回升，需求前景依旧不明朗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2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4972.18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22％；工业用电量为 3436.66 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10.37％。其中，2 月份全社会用电结束了连续五个月的下降出现增长，同比

增长 6％，环比增长 7.7％。2 月份用电量出现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

和今年在春节的公历时间上不一致造成的（去年春节在 2 月份，今年春节在 1

月份）。此外，去年 2 月份雪灾对用电量的负面影响也很大。进入 3 月份后，随

着全国火电发电量下滑趋势的缓解及拉动内需政策的相继出台，企业复产陆续展

开，电厂用煤需求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3月底市场行情的上涨。从第一

季度的用电量同比、环比变化和各产业变化看，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形

势依然严峻，电煤需求没有出现实质上的回暖。 

1.2.2 运量 

据中国港口网数据，1月份港口煤炭吞吐量同比下降 9.1%， 2 月份港口煤炭

吞吐量同比减少 1500 万吨，同比下滑幅度约为 15.5%。进入 3 月份，北方主要

煤炭装卸港秦皇岛港煤炭吞吐量大幅攀升，装船量增长明显，日均装船量超过

57 万吨，据中国港口工业协会统计，港口煤炭发运量达 4000 万吨左右，同比降

幅远小于前两个月。 

第一季度，1-2 月份，沿海散货运输量大幅下降，自 2008 年 11 月以来，连

续 4 个月负增长，其中沿海最大散货运输企业中海内贸煤炭运输货运量仅为

930.9 万吨，同比减少 29.6%。进入 3月份后，2009 年度国内沿海煤炭运输市场

长期合同谈判坚冰溶化，大部分公司都签订了国内沿海散货包运合同，其中，中

海旗下的干散货船队有 70％的运力已签订了沿海干散货海运合同（COA），运煤

业务中余下的 30％运力仍在和电厂洽商当中。 

1.2.3 运价 

 自年初开始，沿海煤炭运价出现一路下滑的态势。今年农历春节前，由于南

方电厂耗煤量有所增加，市场煤运输货盘有所增多，煤炭运价小幅上涨带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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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运价指数出现一波底部抗跌性反弹。但春节后市场形势更加严峻，企业开工

不足，电厂煤炭库存高，市场煤交易清淡，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再次出现小幅下探，

3月 4日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创下近 5年来新低，报收于 1072.66 点。进入 3月中

旬后，沿海主要电厂煤炭库存量呈下降态势，电厂煤炭需求增加，运价指数持续

小幅上涨。 

由于宏观经济衰退造成的原材料进口需求萎缩，以及干散货运力过剩，影响

到了国内沿海散货包运合同的运价水平。2009 年度国内沿海煤炭运输市场长期

合同谈判坚冰溶化，大部分公司已签或待签国内沿海散货包运合同的运价下调幅

度在 30%至 40%之间。 

1.2.4 运力 

在第一季度，市场各方面都在努力改善海运市场运力过剩的困境，但是前几

年船舶订单的新船仍将会陆续进入运输市场，其中国内最大的沿海运输企业中海

发展对外发布公告称，今年仍会接受 19 艘合计 272 万载重吨的新船，当中包括

5艘散货船，同时将会处理 11 艘老旧船舶，河北远洋也将会拆解 10 艘旧干散货

船，因此沿海市场运力的压力仍将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 

1.3 金属矿石 

1.3.1 供需分析 

1、铁矿石谈判悬而未决，铁矿石囤货再现港口 

 2009 年年初至 2月中旬，由于大钢厂的长协矿库存正在逐渐消化，小钢厂因

建材市场回暖而产能复苏，港口铁矿石库存逐步减少。截至 2月 13 日，19 个铁

矿石装卸港的铁矿石库存量降低到 5731 万吨最低点，而与此同时，港口的铁矿

石转移到钢厂，钢厂的铁矿石库存不断增加。进入 2月份下旬后，由于国际铁矿

石谈判的供需双方依然没就有合同价格达成一致，全球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力拓

的暂时降价 20%的提议，而中钢协要求按 2008 年合同价格降价 40%。而现在现货

市场的矿价已经低于 2008 年长期合同价的 60%。因此，贸易商采购矿石量显著

增加，截止 3月 27 日，港口铁矿石库存猛增至 6540 万吨高点。铁矿石进口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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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并没有带来压港滞销的现象，日照港近期每天疏港铁矿石也达到了历史最

高的 20 余万吨，呈现出需求强盛的态势。 

2、钢厂钢铁产能过剩，经济回暖尚待时日 

由于大钢厂的长协矿库存正在逐渐消化，小钢厂因建材市场回暖而产能复苏

以及担忧铁矿石谈判后，矿石价格出现上涨，贸易商短期内抢运铁矿石，导致铁

矿石运输需求上升，据中钢协的报告,1-2 月全国生产粗钢 8198 万吨,平均日产

钢 138.97 万吨,相当于全年产钢 50724 万吨,日产钢高于去年平均日产 136.75

万吨水平。但是由于汽车，房地产等下游产业依旧低迷，因此，据中钢协 2月下

旬的调查,全国 20 个大中城市 5 类钢材库存总量达 670 万吨,比 1 月份增加 184

万吨,增幅 37.9%。其中国内市场库存 590 万吨,增长 41.7%,港口库存 80 万吨,

增长 15%。所以，目前国内钢铁产能过剩严重，形势依旧严峻。 

1.3.2 运量 

虽然 1月份吞吐量同比增长 4.5％，环比增速更是达到了 60％以上，但 2月

金属矿石吞吐量有所回落，同比下降 8%左右，环比约有 12%左右的下滑。进入 3

月份，由于国际铁矿石谈判依旧没有结果，供需双方依然没有就合同价格达成一

致，贸易商担忧铁矿石谈判后，矿石价格出现上涨，于是在短期内抢运铁矿石。

其中，我国主要的铁矿石港口之一—日照港一季度完成铁矿石吞吐量 2561 万吨，

同比增长 12.8%。 

1.3.3 运价 

 第一季度，从 2009 年年初至 2 月上旬，受国家扶持钢铁行业政策的刺激，

去年四季度大量减产的钢铁企业目前复产接近九成，给沿海铁矿石运输市场打入

了一剂强心针，稳定了运价，运价指数均与 2008 年底持平，进入 2月下旬之后，

由于钢铁企业产能过剩，库存数量偏高，下游钢材需求平淡，造成钢企铁矿石补

库需求不强，指数持续小幅下跌，尤其是青岛至张家港航线指数由年初的

1322.30 点跌至最低点 6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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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粮食 

面对伴随全球金融危机而来的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国家出台了包括限价收购

玉米计划，取消玉米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政策，但第一季度的粮食供需关系仍显示

出了很强的季节性特征，其中国储玉米的大规模收购极大地稳定了南北港口间的

玉米运输需求。 

年初，由于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粮食价格持续下跌，粮食运价指数也由 806.01

点高位下滑到 628.57 点。而后，在国储玉米持续的大规模收购及国家储备的北

粮南运等政策对市场供需刺激下，北方玉米收购价格乘势走强，3 月 25 日，沿

海粮食运价指数报收于 756.19 点，比上周大涨 10.4%。 

2 中国沿海干散货运输市场短期走势展望 

本报告预计沿海干散货运输市场短期走势将是二季度持续低迷震荡，下半年

温和反弹，总体维持弱势平衡格局。 

2.1 供需判断 

1、煤炭：需求稳中有升，整体仍呈弱势 

供需受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影响，中国出口行业面临很大的

危机，导致沿海地区主要工业运行指数大幅下跌，电力需求下降直接导致市场对

煤炭的需求一直延续供应过剩的状态，煤炭库存高位运行。 

第二季度，随着年度重点电煤合同尘埃落定，国有重点煤矿产能将陆续释放，

两会结束之后小煤矿也将迎来复产高峰，下游电力、钢材、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产

量预计将有所恢复，煤炭需求也将有所回升。但是，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

底，进出口贸易仍将呈下滑态势，国内房地产行业调整迟迟未见实质性效果，居

民消费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大幅增长，国内经济难以迅速复苏，受此影响，煤炭需

求整体仍将维持较低水平。 

年中“迎峰度夏”将是带动沿海散货运输市场温和反弹的契机。根据对船公

司的调研，目前国内煤炭需求不旺，电厂煤炭库存高，市场交易量下降，船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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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运港等泊较多。据了解，南方电厂库存平均超过 20 天以上，部分电厂甚至超

过 30 天，煤炭储备过剩，对航运的需求大幅下降。煤炭运价仍在下跌，但已经

接近底部。大部分船公司已在亏本经营。船公司普遍认为上半年煤炭运输行情不

会有大的起色，期望在下半年尤其在“迎峰度夏”的时候沿海散货运输市场有所

恢复。 

2、铁矿石：受钢铁产能过剩和拉动内需计划等因素的影响，铁矿石运输需求起

伏波动 

本报告认为第二季度初期会延续第一季度运输需求增加的趋势。 

进入第二季度中期后，受第一季度钢铁企业产能过剩，钢材库存持续高位，

国内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等钢材主要消费领域没有明显恢复迹象，下游终端需

求还未出现真正回暖，产能释放受到市场需求萎缩的严重制约，运输需求将出现

下滑的态势。 

第二季度后期，随着中央 4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内需计划逐步实施，需要钢铁、

水泥、铁矿砂等很多重要的资源性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动国内沿海干散

货运输需求。 

3、粮食：季节性因素凸显，运输需求趋于稳定 

由于国家玉米的大规模收购仍将持续到四月底才结束，第二季度的沿海粮食

运输将保持稳定，季节性特征仍将非常显著。 

2.2 运力 

自 2005 年来沿海市场行情保持繁荣，每年不断有新造船舶进入市场，沿海

运力不断增长。进入 2008 年后，由于干散货运输市场需求旺盛，导致运力再创

新高，市场上运力供过于求，进入 2009 年后，干散货运输市场明显下滑，运力

供给过剩，大部分船公司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处于亏损状态。 

目前，国内现有船舶大概 8000 万载重吨，其中 3000 万载重吨老旧船到了拆

解年龄，比例达到 35%到 40%份额。至年初以来，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包括中海

发展和河北远洋在内的各大船公司已经对外宣称将积极处理沿海运输的老旧船

舶，但由于前几年的船舶订单，2009 年还将会有新的运力陆续进入沿海运输市

场，废置老旧船舶的实施力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2009 年沿海运力供给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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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间的差异，但总而言之，本中心认为，沿海运输市场难以出现大的行情，往

日的辉煌将不复存在。运力供大于求仍然是 2009 年沿海运输市场主基调之一。 

2.3 运价 

在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2008年的年报提到 CCBFI 在 2009年第一季度低谷

振荡，第二季度可能上涨，但缺乏足够的弹性。在综合考虑上述沿海运输市场供

需的变化，本报告预计：第二季度 CCBFI 反弹幅度有限，运价指数维持在 1250

点上下震荡，而三、四季度存在持续反弹的可能（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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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注：虚线为本报告预测的运价指数趋势曲线（预测期为 09 年第二季度） 

图 1 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走势 

1、煤炭 

中国沿海煤炭运输合同尘埃落定，长协煤炭运输合同对煤炭运价有着一定的

稳定作用。沿海煤炭运价二季度或可以小幅反弹。目前秦皇岛的煤炭港口存量仍

旧处于较高水平，因此目前的运价仍维持较低水平。不过根据煤炭和电力分析员

的观点，由于春节因素，预计 2月份全国发电量环比和同比都可能略有上涨。另

外电厂的煤炭库存在 1 月份略有下降。而秦皇岛港口煤炭库存在 2 月 28 日达到

717 万吨的高点后又略有回落，3 月 31 日回落至 485.67 万吨。虽然秦皇岛港煤

炭库存在继续下降，但库存反弹潜在压力却不可小视，煤炭下游企业包括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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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等相关行业在经历了第一轮去库存化后，正面临第二次去库存的压力，煤炭

运输需求前景不明朗，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全国用电量在内需拉动政策的作用

下继续回暖，本中心认为沿海煤炭运价还是有可能在第二季度六月份出现小幅

反弹。 

鉴于运力市场供给过剩，09 年市场煤的价格将会在长协煤炭运输合同价格的

平均水平之下。 

在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之后，本报告预测 2009 年第二季度的运价走势曲线

如图 2所示。 

 

 

数据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注：虚线为本报告预测的运价指数趋势曲线（预测期为 09 年第二季度） 

图 2 中国沿海（煤炭）运价指数走势 

2、铁矿石 

第一季度，不仅中小企业产能释放过大，大中型企业产量也恢复过快，这种

超常规，非理性生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企业有产量没效益，库存加大，市场价

格也开始大幅下滑，今年上半年将是钢铁行业最困难时期。由于钢铁企业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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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二季度，钢铁企业对铁矿石运输的需求不会有太大的起色，运价将仍在低

位震荡。下半年，在钢铁企业改善产品结构和消耗现有库存之后，国内的基建将

再次拉动铁矿石运输需求，运价将会有所反弹。 

本报告预测的 2009 年第二季度的运价走势曲线如图 3所示，在综合考虑了

上述因素后，进行偏差调整，我们认为：第二季度金属矿石运价后力不足，继续

维持之前运价水平，低位运行，下半年，在国内基建需求的拉动下，将会有所

上涨。 

 

 
数据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注：虚线为本报告预测的运价趋势曲线（预测期为 09 年第二季度） 

图 3 中国沿海（金属矿石）运价指数走势 

3、粮食 

 本报告预测的 2009 年第二、三、四季度的运价走势曲线如图 4所示。在综

合考虑国储玉米的收购第二季度即将结束，南方饲料企业库存持续高位，以及沿

海粮食将继续凸显的季节性特征后，本报告认为：第二季度，沿海粮食运价将在

目前的基础上震荡微幅下调，下半年将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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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注：虚线为本报告预测的运价指数趋势曲线（预测期为 09 年二、三、四季度） 

图 4 中国沿海（粮食）运价指数走势 

3 建议 

1、争取包运合同（COA），稳定货源 

现在市场低迷，运力供大于求，对于船公司来说，把握住 COA，进一步提高

其在经营中的比重，继续加强与国内大货主的战略合作，共同防御风险。同时，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公司揽货经营提供支持和保证，有助于帮助企业度过这

一段航运低迷期。 

2、拆解老龄船，压缩运力 

船东不应当幻想市场能在短期内恢复，而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减少运力供给。

具体措施有三，一是果断是拆解老龄船，二是适当封存现行的营运运力，三是尽

可能减少新造船订单或延迟交船。   

3、重视优化现金流，提高营运资本回报 

在当前形势下，现金流对航运企业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此，要及时调整

经营策略，重视把握现金流，慎重投资和对外扩张，对应收款项，要想方设法收

回。 

4、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明确企业发展方向 

在危机时期，企业要抓住机会，对内部资源进行充分地整合和合理利用，并

明确企业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关闭一些效率低下的部门，减少

各个部门不必要的开支，并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因为好的管理就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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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本领先策略 

采取节流方式同样是应对危机的良策，在成本控制方面，航运公司应对内全

体动员，落实责任，降本增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努力压缩各项可控成本费用，

并严格考核，提高执行力，严格控制燃润料费用、修理费用、物料成本、人工成

本等费用，能不开支的就不再安排开支。 


	1中国沿海干散货航运市场第一季度回顾
	1.1 港口运行情况
	1.2 煤炭运输市场
	1.2.1 供需影响因素分析
	1.2.2 运量
	1.2.3 运价
	1.2.4 运力

	1.3 金属矿石
	1.3.1 供需分析
	1.3.2 运量
	1.3.3 运价

	1.4 粮食

	2 中国沿海干散货运输市场短期走势展望
	2.1 供需判断
	2.2 运力
	2.3 运价

	3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