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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通
过海上运输完成。海运在加强中
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推动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
担负着重要角色。目前，海运在
中国外贸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正在
继续强化。2023 年，全球海运总
量为 123.7 亿吨，中国外贸海运量超 37 亿
吨，全球海运中“中国因素”作用更加明显。

从品类看，中国外贸海运中的高附加
值货物占比逐年增加，外贸货种逐步向轻
质化、高值化发展，反映出中国参与的全
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
时，能源和原材料贸易也保持了在中国对
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从国别看，除美国、欧盟、日本等传
统贸易伙伴外，中国同新兴市场国家的跨
境贸易和外贸海运的繁荣已催生结构性变

化。以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的一项跟踪
研究为例：研究发现，中国与东南亚之间
的区域贸易迅速发展，驱动域内集装箱海
运量提升，使东盟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地位日益巩固。

从海港吞吐量看，国民经济整体回升
向好的态势支撑了中国沿海港口吞吐量的
快速增长。在外贸需求回暖带动下，2023
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历史性突破3亿标
准箱，同比增长 4.8%。全球十大集装箱港
口中，有6个是中国大陆的港口。其中，上

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14 年保持全球第
一，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 15年保持
全球第一。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加速重构、中国自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
化，中国外贸海运格局也将随之变化。一
是大宗能源和原材料海运贸易量增长趋
缓，货物附加值较高的集装箱海运量有望
持续攀升。以东盟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区域
性外贸海运占比有望加速提升。二是海运
将进一步融入供应链服务的全过程中，适

应企业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追求。“端
到端”服务的普及和优化，成为集装箱海运
发展新趋势。三是以数字化、智慧化和绿
色化为特点的海运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
海运业向绿色低碳方面转型，带动海运和
沿海港口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外贸海运高质
量发展，应充分适应区域性贸易快速发展
带来的新变化。一是更好对接 RCEP 经贸
规则。在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下，中间
产品在各国之间多次进出，导致集装箱海

运货物结构、区域产业布局均发生
变化，这应当引起从业者的重点关
注。二是更好适应智慧港口、绿色
港口、智能航运的发展趋势。码头
运营商应因地制宜对码头进行智能
化改造，加快船舶数字化技术应
用；港口企业、航运企业、港务管

理机构应关注全球绿色航运发展中出现的
新趋势，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
力量。

（作者为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

推动外贸海运高质量发展
真 虹

去年全国沿海港口外贸吞吐量49.6亿吨，同比增长9.6%——

中国外贸海运量全球占比超三成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海运是全球货物贸易的

生命线。在 6 月 26—28 日于

浙江宁波举行的 2024 海丝港

口合作论坛（以下简称“海丝

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规划

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港口运行

分析报告（2024）》显示，2023

年中国外贸海运量已占全球

海运量的30.1%，较上年上升

2.2个百分点，凸显中国外贸

大国的地位。

外贸海运量质齐升

——集装箱、煤炭、金属矿石、
矿建材料和石油及制品是中国沿海
港口的五大主要货类，其中集装箱
比重逐年增长

6 月 29 日上午，“新明州 106”轮满载光伏
产品、汽车、家电、纺织品等货物，从宁波
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 2 号泊位缓缓驶
离，前往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此次航程
单程仅需15天，中途不挂靠任何港口，箱源
和舱位供应充足，航线一经发布便在业内引
起广泛关注。

在全球范围内，超八成的国际贸易通过
海上运输实现，海运是中国外贸的“大动脉”。

《中国港口运行分析报告（2024）》（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23 年，在外贸需求回暖、
全球贸易体系重塑等因素推动下，中国外贸
海运规模增长较快，全国沿海港口外贸吞吐
量达49.6亿吨，同比增长9.6%。

货物是流淌在“大动脉”中的血液。从货
物种类来看，集装箱、煤炭、金属矿石、矿
建材料和石油及制品是中国沿海港口的五大
主要货类。2023年，上述货物吞吐量占沿海
港口总吞吐量的 84%。其中，进口煤炭、进
口原油吞吐量快速增长，进口铁矿石吞吐量
维持高位。

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外贸海运结构也
在不断优化。

结构优化，体现在大宗能源和原材料吞
吐量持续提升。在国内石化行业需求恢复、
原油加工量快速增长等因素带动下，中国沿
海港口外贸原油进口量同比大幅增长。《报告》
显示，2023 年外贸原油进港量同比增长 13%，
创下新高。此外，2023年全国沿海港口外贸
进口矿石接卸量同比增长5%。

同步提升的还有沿海港口接卸能力。位
于辽东半岛中部的营口港，目前已建成万吨级
以上泊位 56个，其中包括 30万吨级矿石泊位
和30万吨级原油泊位各一个。不久前，营口
港口岸仙人岛港区 3 个泊位顺利通过正式验
收，使营口港口岸对外开放泊位数量达到66
个，实现所有已建成泊位“应开尽开”。

结构优化，还体现在集装箱海运量占比
上升。2023年，中国外贸海运量中的集装箱
海运量占比达 23.3%，较上年提高 0.2个百分
点，保持逐年增长态势。义乌小商品、欧洲
杯周边、新能源汽车……如今，在中国各大
沿海港口，随着口岸通关服务不断升级，集
装箱“出海”日益便利。

在浙江义乌港，义乌海关开设了欧洲足
球锦标赛专窗，通关流程实现“一键申报”，超
过99%的市场采购出口货物实现电脑审单“秒
放”；义乌铁路西站布置的智能化设备，实现
了集装箱自动进场、不开箱查验。在宁波舟
山港，宁波海关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
溯源，提升大宗货物通关运行效率，使新能
源汽车集装箱装运效率从180辆/天提升至超
1000辆/天。

港口吞吐能力更强

——货物吞吐量超 2亿吨以上
的中国沿海港口共有23个，沿海港
口航道已实现“一图覆盖”，沿海水
上安全通信“一网贯通”

如果说海运是中国外贸的“大动脉”，那么
港口就是动脉连接的重要器官。

在山东港口日照港，铁路绵延向西，通
过新疆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经俄罗
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直抵荷兰鹿特丹
港，全程上万公里……不久前，日照港获准

开办国际联运过境货物运输业务。这意味着
由世界各地海运至日照港的货物，均可通过
铁路运输方式，经日照港直接发运至蒙古
国、俄罗斯、朝鲜、越南和中亚各国。目
前，日照港已成为“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
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世界最年轻的 5 亿吨大
港，货物吞吐量在全球沿海港口中排名第七。

从渤海湾到长三角，从珠三角到北部湾，
中国各大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正在快速增
长，其中不少港口吞吐量年增速超过10%。

分港口看，《报告》显示，2023 年货物吞
吐量超 2 亿吨以上的中国沿海港口共有 23
个。其中，宁波舟山港吞吐量 13.2亿吨，居
沿海港口首位。北部湾港、镇江港、上海
港 、 湛 江 港 和 福 州 港 货 物 吞 吐 量 增 速 超

10%。其中，北部湾港、镇江港、湛江港和
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煤
炭、金属矿石、钢铁等货类的增长，上海港
货物吞吐量的快速增长得益于集装箱等货类
的增长。

分区域看，各地区沿海港口吞吐量格局
保持稳定。《报告》分析，长江三角洲沿海港口
吞吐量在全国沿海港口中占 40%，居各区域
之首。山东沿海港口、津冀沿海港口和珠三
角沿海港口位列第二梯队，吞吐量分别占全
国沿海港口的15%、15%和12%，山东沿海港
口连续第 3 年超过津冀沿海港口、位列第 2；
辽宁沿海港口和东南沿海港口作为第三梯
队，吞吐量各占全国沿海港口的6%左右。

万吨巨轮“侧方停车”绝非易事，精密程

度堪比绣花。巨大的吞吐量背后，是中国沿
海港口不断增强的航海保障能力。

交通运输部 6 月 2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3—2023 年，中国沿海航标增长 68.8%，
总量达 2.06万座，并实现遥测遥控全部北斗
化。海图服务从以纸质海图为主发展为电子
海图全覆盖并提供在线发布、实时的更新服
务，2023 年中国沿海电子海图发行量达 492
万幅。

同时，中国还建设了由 23 座北斗差分
台、75座北斗连续运行基准站组成的沿海北
斗地基增强系统，提供厘米级的高精度导航
定位服务；建设了水上安全通信网，作为全
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提供海
上遇险安全通信服务；积极推进4G/5G建设
和卫星通信应用，持续提升卫星宽带数据通
信能力。

“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航海保障体
系，实现沿海港口航道‘一图覆盖’，沿海水上
安全通信‘一网贯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付
绪银说。

迈向数字化绿色化

——今年沿海港口外贸货物吞
吐量有望跨过50亿吨门槛，未来将
大力推进港、产、城、船、贸融合发展

受船舶制造的长周期属性影响，港航相
关行业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今年，全球造
船业处于强势上行周期，如何看待中国外贸
海运下一步发展趋势？

从主要货种发展趋势来看，干散货运输
需求在 2024 年有望保持小幅增长。《报告》预
计，国际干散货海运运力将大于运输需求的增
长，航运市场总体将偏向朝着供大于求发展。

液体散货方面，由于此前数年油轮订单
较少，《报告》预计油轮运力供不应求；液化气
方面，将有多艘新运输船投入市场，运力紧
张局面将缓解。

集装箱方面，《报告》预计 2024 年需求小
幅增长 4%左右；受 2021—2022 年大量造船
订单影响，2024年集装箱运力供给可能大幅
增长。

在此基础上，《报告》预计中国沿海港口货
物吞吐量和外贸海运规模将延续稳定增长态
势，2024年全国沿海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有
望达到51亿吨左右，同比增速在3.2%左右。

航运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正为中
国外贸海运发展指出新方向。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推动港口和航
运业绿色低碳发展……本届海丝论坛活动期
间，全球各大港航企业、港航监管组织发布
共同声明，推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中国
外贸海运“绿色”“智慧”关键词更加凸显。

在上海洋山深水港冠东码头，“海港致远”
轮为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舶“阿斯特丽德马
士基”轮成功加注 504 吨绿色甲醇；与此同
时，“阿斯特丽德马士基”轮的集装箱装卸作业
也在有序进行中……这是今年 4 月，上海港
实施全国首次绿色甲醇“船—船”同步加注时
的场景。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提升，
上海港有望成为全球首批绿色甲醇商业性加
注点及区域绿色甲醇燃料加注中心。

外贸海运也面临风险和挑战。参加海丝
论坛的业内人士分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
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因
素冲击，呈现区域化、本土化、近岸化等趋
势。此外，海外港口因大量船只绕行好望角、
船舶集中到港造成严重拥堵，全球集装箱运
输价格持续上涨。

面对机遇和挑战，如何确保中国外贸海
运“大动脉”畅通？

对于运价飙升、空箱不足、舱位紧张等短
期问题，从业者正在积极应变。宁波舟山港
集团董事长陶成波介绍，今年宁波舟山港通
过抢抓运力组织、释放作业效能、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等措施，实现集装箱船舶在泊效率比
去年平均水平提升 8%，等泊时间减少 1/3。
同时，加大力度吸引空箱回流、推动新建集
装箱投用，确保港区空箱存量回升、客户有
箱可用。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清
认为，长期来看，应加快人工智能、5G、大
数据等技术在港航领域应用，建设集约高效
的港口枢纽，推动沿海港口数字化、智慧
化、绿色化升级，提升港口枢纽综合能级。

“要打造港航业开放融合的产业生态，实现港
航要素资源的开放与共享，围绕港航上下游
产业链，推进港、产、城、船、贸融合发
展。”李清说。

▶近日，浙江宁波舟山港六
横公路大桥一期项目梅山水道桥
即将合龙。该大桥建成后，可实
现六横岛、佛渡岛、梅山岛三岛
港区、产业联动发展，推动甬舟
一体化驶入“快航道”。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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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海运量：全球海运总量为123.7亿吨，中国外贸海运量占30.1%，较上年上升2.2个百分点

外贸吞吐量：全国沿海港口外贸吞吐量达49.6亿吨，同比增长9.6%

主要货物：2023年，集装箱、煤炭、金
属矿石、矿建材料和石油及制品是中国沿海
港口的五大主要货类，其吞吐量占沿海港
口总吞吐量的84%。其中，外贸原油进港量
同比增长13%，创历史新高；外贸进口矿石
接卸量同比增长5%。

主要港口：2023年，货物吞吐量超2亿
吨以上的中国沿海港口共有 23 个。其中，宁
波舟山港吞吐量 13.2亿吨，居沿海港口首位。
北部湾港、镇江港、上海港、湛江港和福州港货
物吞吐量增速超 10%。长江三角洲沿海港口
吞吐量在全国沿海港口中占40%。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