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因素共振助推价格不断上升

A股市场航运板块持续走强

今年以来，赫伯罗特、达飞海运、中远海运等行业巨头多次调升运价，航运公司业绩被市场看好，A股市场航运板块持续走强。 截至6月7日，Wind航运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上涨超30%，中远海控今年以来涨逾79%，航运板块内多只个股今年以来获得北向资金加仓，一季度获

得公募基金增持。

分析人士表示，多重因素影响下航运费率上升，直接利好航运公司，A股市场航运板块因此受益。 码头拥堵带来的运价上行具备持续性，航运公司全年业绩有望进一步上修。

●本报记者 吴玉华 刘英杰

行业巨头纷纷涨价

今年以来，航运价格持续上涨。

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截至2024年6月7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3184.87点，与上期相比涨140.10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1592.57点，与上期相比涨6.5%。 今年以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均大涨。

行业方面，今年以来均有过多次涨价的航运行业巨头们近日再度宣布提高海运价格。例如，6月4日，达飞海运官网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装货日期）起，直至另行通知，对从亚洲至美国的所有类型集装箱征收旺季附加费，最高3840美元。赫伯罗特日前发布公告，2024年6月6日起，从亚洲和大洋洲到南非的旺季附加费生效，并将提高从远东（包括大洋洲）到北欧和地中海的旺季附加费，征收标准为

1000美元/标准箱。 此外，马士基6月1日起对从亚洲到远东至南美洲西海岸、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冷藏集装箱征收旺季附加费，收费标准为20英尺集装箱1000美元，40英尺集装箱2000美元。 中远海运日前也宣布，6月15日至6月30日，调涨远东到北美FAK费率。

中远海控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集运市场货运需求呈现增长态势。 近期，随着欧美市场需求稳步攀升，市场呈现出货转旺迹象，叠加绕行导致的市场有效运力减少，使得市场装载率保持满载状态，即期市场运价提升较明显。 总体来看，今年1月至5月中旬CCFI（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均值同比增长22%。

中银证券交通运输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靖添表示，本是淡季的海运市场迎来涨价潮，整体来看，原因一方面是进出口贸易较好助力集运需求回升，另一方面是红海局势吸收新投放产能，新船交付导致的运力增加影响被边际抵消。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连创历史新高

Wind数据显示，6月7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继续上涨，主力合约最高至4739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4728.2点，上涨3.67%。 今年以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累计涨幅达超过190%。 4月以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在4月2日、4月19日、4月26日、5月9日、5月13日等多个交易日单日涨幅超过10%。

从主导集运期货价格的因素来看，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和情绪、班轮公司调价策略、地缘局势等方面。

国投安信 期货能 源首席 分析师高 明宇表 示 ：“近期 在需求 端不断增 加的推 动下，现 货价格伴 随航司 的多轮 推涨逐 步上行，驱 动集运 期货价 格大幅 上涨。 ”

一德期货宏观经济分析师车美超表示，在全球港口拥堵愈发严重的影响下，短期运力供应短缺或进一步加深，迫使运价继续上涨。 据悉，5月主要交易的现货费率大幅上涨并未影响到长协费率，6月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 现货即期订舱价格与长协价格之间的较大价差，将增加承运商优先考虑高运价出货占比，也有部分货代和托运人为确保货物按时出口，支付了额外的附加费或更高的市场费率。 但

无论哪种方式，预计6月在供需基本面改善前，仍会对高运价形成一定支撑。

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表示，近期红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迫使大部分航运公司选择避开苏伊士运河而绕道好望角，这导致了运输时间延长和运力相对不足，进而大幅推动了运价上涨。 另外，如新加坡港等全球重要港口都面临严重的拥堵问题，停泊延误时间和积压的集装箱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紧张局势，推动了运价持续上升。

航运产业链公司受益

随着行业巨头纷纷宣布提高海运价格，航运公司业绩预期也在不断上调。如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6月3日就发布2024年业绩上调公告，将全年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从40亿美元至60亿美元上调至70亿美元至90亿美元，息税前利润从亏损20亿美元至0美元上调至盈利10亿美元至30亿美元。 而在5月2日，马士基曾上调过一次业绩预期。 招商轮船、招商南油、中远海能等多家航运板块上市公司一季度业

绩均显著增长。

市场层面 上，今年 以来A股 市场航运 板块持 续走强 ，Wind数据 显示，截至 6月 7日，Wind航运指 数今年以 来累计 上涨 31 . 30% ，走势远 强于大盘 。 成份股 中，中远 海控今 年以来涨 逾 79% ，招 商轮船 、中远海能 涨逾 50% ，招商南 油 、中谷 物流 、中远 海特涨 逾 30% 。 资 金面上 ，截至 6月 6日 ，今年以 来北向 资金加仓 中远海 控超 10亿 元，加仓 中远海能

超 5亿元，加 仓中远 海特、招 商南油超 2亿元。

据国联证券统计，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对航运板块增持明显，中远海能、招商轮船被公募基金增持幅度靠前。

对于航运板块，刘岩表示，航运费率上升直接利好航运公司，A股市场航运板块因此受益，股价出现大幅上涨。 从短期看，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港口拥堵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航运市场的供需紧张局势估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上涨行情有望在相当时间内得到维持。 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地缘政治问题未来趋于稳定，全球供应链逐渐恢复正常，以及未来新船下水数量增加等，航运市场的供需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航运费率上涨的动力会减弱。

刘岩认为 ，目前短 期的风 险点主要 还是在 于红海 地区的 地缘政治 危机持 续升级 可能会进 一步加 剧航运 市场的 波动 ，给航 运公司 带来巨 大的不 确定性风 险 。

天风证券交通运输仓储首席分析师陈金海表示，4月下旬以来，船舶绕航、停航、堵港，货运需求复苏、旺季、抢运等推动集运运价大涨，航运产业链上的集运公司、多用途船公司、货代公司、造箱公司或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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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航运价格持续上涨。

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截至2024年6月7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综合指数）报3184.87点，与上期相比涨140.10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

合指数报1592.57点，与上期相比涨6.5%。 今年以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

数（综合指数）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均大涨。

行业方面，今年以来均有过多次涨价的航运行业巨头们近日再度宣布提

高海运价格。 例如，6月4日，达飞海运官网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装货

日期）起，直至另行通知，对从亚洲至美国的所有类型集装箱征收旺季附加

费，最高3840美元。 赫伯罗特日前发布公告，2024年6月6日起，从亚洲和大洋

洲到南非的旺季附加费生效，并将提高从远东（包括大洋洲）到北欧和地中

海的旺季附加费，征收标准为1000美元/标准箱。 此外，马士基6月1日起对从

亚洲到远东至南美洲西海岸、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冷藏集装箱征收旺季附

加费，收费标准为20英尺集装箱1000美元，40英尺集装箱2000美元。 中远海

运日前也宣布，6月15日至6月30日，调涨远东到北美FAK费率。

中远海控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集运市场货运需求呈

现增长态势。 近期，随着欧美市场需求稳步攀升，市场呈现出货转旺迹象，叠

加绕行导致的市场有效运力减少，使得市场装载率保持满载状态，即期市场

运价提升较明显。 总体来看，今年1月至5月中旬CCFI（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

综合指数）均值同比增长22%。

中银证券交通运输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靖添表示，本是淡季的海运市场迎来

涨价潮，整体来看，原因一方面是进出口贸易较好助力集运需求回升，另一方面

是红海局势吸收新投放产能，新船交付导致的运力增加影响被边际抵消。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连创历史新高

Wind数据显示，6月7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继续上涨，主力合约最高

至4739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4728.2点，上涨3.67%。 今年以来集运指数（欧

线）期货累计涨幅达超过190%。 4月以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在4月2日、4

月19日、4月26日、5月9日、5月13日等多个交易日单日涨幅超过10%。

从主导集运期货价格的因素来看，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和情绪、班轮公

司调价策略、地缘局势等方面。

国投安信期货能源首席分析师高明宇表示：“近期在需求端不断增加

的推动下，现货价格伴随航司的多轮推涨逐步上行，驱动集运期货价格大幅

上涨。 ”

一德期货宏观经济分析师车美超表示，在全球港口拥堵愈发严重的影响

下，短期运力供应短缺或进一步加深，迫使运价继续上涨。 据悉，5月主要交易

的现货费率大幅上涨并未影响到长协费率，6月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 现

货即期订舱价格与长协价格之间的较大价差，将增加承运商优先考虑高运价

出货占比，也有部分货代和托运人为确保货物按时出口，支付了额外的附加

费或更高的市场费率。 但无论哪种方式，预计6月在供需基本面改善前，仍会

对高运价形成一定支撑。

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表示，近期红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迫使大部分航

运公司选择避开苏伊士运河而绕道好望角，这导致了运输时间延长和运力相

对不足，进而大幅推动了运价上涨。 另外，如新加坡港等全球重要港口都面临

严重的拥堵问题，停泊延误时间和积压的集装箱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这也进

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紧张局势，推动了运价持续上升。

航运产业链公司受益

随着行业巨头纷纷宣布提高海运价格， 航运公司业绩预期也在不断上

调。 如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6月3日就发布2024年业绩上调公告，将全年息税

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从40亿美元至60亿美元上调至70亿美元至90亿美元，息

税前利润从亏损20亿美元至0美元上调至盈利10亿美元至30亿美元。 而在5

月2日，马士基曾上调过一次业绩预期。 招商轮船、招商南油、中远海能等多家

航运板块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均显著增长。

市场层面上，今年以来A股市场航运板块持续走强，Wind数据显示，截

至6月7日，Wind航运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上涨31.30%，走势远强于大盘。 成

份股中，中远海控今年以来涨逾79%，招商轮船、中远海能涨逾50%，招商南

油、中谷物流、中远海特涨逾30%。 资金面上，截至6月6日，今年以来北向资

金加仓中远海控超10亿元，加仓中远海能超5亿元，加仓中远海特、招商南

油超2亿元。

据国联证券统计，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对航运板块增持明显，中远海

能、招商轮船被公募基金增持幅度靠前。

对于航运板块，刘岩表示，航运费率上升直接利好航运公司，A股市场航运

板块因此受益，股价出现大幅上涨。从短期看，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港口拥

堵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航运市场的供需紧张局势估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因

此上涨行情有望在相当时间内得到维持。 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地缘政治问题

未来趋于稳定，全球供应链逐渐恢复正常，以及未来新船下水数量增加等，航运

市场的供需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航运费率上涨的动力会减弱。

刘岩认为， 目前短期的风险点主要还是在于红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

持续升级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航运市场的波动， 给航运公司带来巨大的不确

定性风险。

天风证券交通运输仓储首席分析师陈金海表示，4月下旬以来， 船舶绕

航、停航、堵港，货运需求复苏、旺季、抢运等推动集运运价大涨，航运产业链

上的集运公司、多用途船公司、货代公司、造箱公司或将受益。

长三角珠三角港口繁忙有序

集装箱吞吐量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李梦扬

武卫红

6月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调

研长三角、珠三角多个港口了解

到，在国际航运运费上涨、其他

国家多个港口出现拥堵的情况

下，国内多个大型港口在吞吐量

同比稳步增长的同时，均实现了

高效率平稳运行。

外贸持续向好

6月初的盐田港国际集装箱

码头，繁忙而有序。 空中俯瞰，运

输车辆宛如长龙在港口间穿梭，

巨大的龙门吊精准地装运着一个

个集装箱货柜， 成为当下国内进

出口贸易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

作为全国集装箱吞吐量最大

的单一港区， 盐田港今年格外繁

忙。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

度， 深圳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达

到302.93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8.1%。此外，船舶进出港艘次也实

现了显著增长， 达到了21683艘

次，同比增长22.1%；货物吞吐量

达到1206.16万吨，同比增长7%。

在珠江入海口的广州港，近

期集装箱吞吐量也实现稳步增

长。 来自广州港的数据显示，5

月，广州港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14.8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2.5%。

今年前5个月， 广州港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1006.5万标准箱， 同比

增长7.2%。 其中，广州港南沙港

区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外

贸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同 比 增 长

20.8%。

5月31日， 上海航运交易所

发布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

价指数为3044.77点，较上期上涨

12.6%。 上海航运交易所表示，中

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延

续近期稳中向好的走势，运输需

求平稳增长，支撑远洋航线市场

运价继续保持上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持

续回升向好，外贸向好势头不断

巩固。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达17.5万亿元， 同比

增长6.3%。 其中， 出口9.95万亿

元，增长6.1%；进口7.55万亿元，

增长6.4%。

港口效率全球领先

近期，全球集装箱运输价格

迎来新一轮上涨，各大班轮公司

屡次提价，带动亚欧、美西等主

要航线价格不断攀升，“一箱难

求” 局面再现。 同时，有报道称，

新加坡港口陷入严重拥堵，目前

正面临严重的船只积压问题，港

口停泊的延误时间已经延长至7

天，而上海港的停留时间已达到

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记者从接近上港集团人士

处获悉，上海港近期的装卸情况

比较繁忙，整体保持平稳运行状

态。 用箱需求增长使得上海港空

箱储备量有所下降，降至约20万

箱/天的水平，现在我们利用上海

港东北亚空箱调运中心，通过优

化操作流程、 提前调运空箱、水

公铁联运等方法，以此满足外贸

出口需求。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

心表示：“目前我国沿海港口并

未出现拥堵现象。 通过对上海港

和宁波港的求证， 我们得出结

论：尽管近期因天气影响导致一

些集中到港的情况，但长三角港

口并未出现压港和拥堵。 ”

“当前广州港主要港口未见

货物和集装箱集中到港的情况。

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货物集中到

港等特殊情况，确保货物正常、顺

畅地经广州港进出口。”广州港相

关人士回应记者称， 一般只有在

非常特殊的时期才会出现货物和

集装箱集中到港， 例如国庆长假

前或春节假期前三到四周。

根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港航大数据实验室观察， 自2024

年开年至今， 上海港的集装箱船

舶在港口数量略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 但从船舶平均停留时长看，小

幅上涨的船舶抵港量并未对上海

港的装卸作业造成影响， 数据与

去年同期水平持平， 平均单艘船

舶在18小时左右。从数据看，上海

港并未发生港口拥堵现象， 港口

运营状态处于正常。

国内各大港口在吞吐量稳

步提升的同时还能实现高效运

转，这与船舶服务的高效运作密

不可分。 记者从上海航运交易所

了解到， 在2024年4月全球主要

港口远洋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

在港在泊停时数据排名中，广

州、香港、深圳、上海、厦门等中

国港口的船舶服务效率在全球

名列前茅。

船舶行业景气度上行

产业链龙头年内大涨

●本报记者 吴玉华

造船需求持续释放，船舶板块正处于景气度

上行周期。A股市场船舶制造板块今年以来持续

上涨，截至6月7日，中信船舶制造指数今年以来

累计上涨17.84%，大幅跑赢大盘，中国船舶累计

涨逾30%。 分析人士表示，造船行业景气度上行

趋势明确，船价仍有较大上行空间，看好深度受

益本轮造船上行周期的细分产业链龙头企业。

行业景气度上行趋势明确

作为航运产业链的上游，船舶行业板块正处

于景气度上行周期。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今年

1-3月，全国造船完工量1235万载重吨，同比增

长34.7%；新接订单量2414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9.0%； 截至3月底， 国内造船企业手持订单量

15404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4.5%。

此外，行业整体生产保障系数已超3.5年。 从

产能利用率角度看，2023年年底中国造船产能

利用监测指数（CCI）达到894点，重点监测造船

企业多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整个造船行业正处

在高景气度区间。

船舶板块龙头股中国船舶2023年实现营业

收入748.39亿元，同比增长25.81%，超额完成年

度生产经营目标，其中船舶造修及海洋工程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704.20亿元；净利润为29.57亿元，

同比增长1614.73%。2024年一季度，中国船舶实

现营业收入152.7亿元，同比增长68.84%；净利润

为4.01亿元，同比增长821.12%。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船舶2023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中国船舶表示，公司目前在手订单饱满，排期已

至2027年年底，部分已到2028年。 目前公司2021年

前相对低价船订单正处于逐渐交付出清过程之中。

2024年随着低价船订单逐步出清， 主要原材料价格

趋于稳定，公司完工民品船舶毛利率预计将会改善。

长江证券表示，造船行业处于结构性复苏阶

段，集装箱船、油轮先行复苏，后续散货船等主力

船型有望接力，行业景气度上行趋势明确，且供

给瓶颈下船价有望持续走高。随着高价优质新船

订单进入集中交付期，未来2-3年业绩快速释放

将对板块提供有力支撑。

船舶制造板块持续走强

随着船舶行业景气度上行，A股市场船舶制

造板块今年以来持续走强，截至6月7日，中信船

舶制造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上涨17.84%。 成份股

中，中国船舶今年以来累计上涨30.71%。 此外，船

舶产业的中国重工今年以来累计上涨超20%，中

国动力累计涨超10%。拉长时间来看，中国船舶本

轮上涨从2023年11月开始，累计涨幅接近50%。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6日，今年以来北

向资金加仓中国船舶超13亿元，加仓中国重工超

5亿元；融资客加仓中国船舶超3亿元，加仓中国

动力超2亿元。

对于船舶板块，长江证券表示，航运加速脱

碳，造船需求持续释放，可关注整个造船产业链。

目前在散货船、 集装箱船、PCTC等方面中国企

业接单份额位居全球第一，但原油船、大型LNG

船、LPG船等高附加值新船签单以韩国船厂为

主。 新能源燃料船及高附加值船盈利水平更好，

随着中国造船业份额提升， 有助于获取更多利

润，提高上行期龙头业绩弹性。

方正证券认为，船型需求有望轮动，看好造

船行业景气度延续。 在全球制造业复苏的背景

下，伴随巴以冲突、红海事件影响力的持续扩散，

全球航运需求缺口仍将存在。随着脱碳进程不断

加速，未来有望多船型轮动推动造船业景气度继

续上行。

中信证券预计2027年前造船业供给弹性整

体有限，船价仍有较大上行空间。 当前时点看好

本轮造船景气周期以及深度受益本轮造船上行

周期的细分产业链龙头企业。

集装箱需求高涨 制造商利润有望进一步修复

●本报记者 刘英杰

随着航运板块高景气，集装

箱需求大幅上升，价格也随之上

涨。 Wind数据显示，万得集装箱

指数自2月6日以来区间涨幅为

18.95%，近期集装箱相关个股呈

现走强态势，中远海控区间内涨

幅高达73.89%。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集装箱

供应链景气回暖， 制造端有望量

价齐升。 箱价回升、 钢价维持低

位，集装箱制造商利润有望修复。

运力紧张

6月以来， 全球集装箱运输

价格迎来新一轮上涨。 上海航运

交易所公布的运价指数显示，中

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6月

7日报1592.57点， 较5月底上涨

6.5%。 反映实际运费的上海出口

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近一个月

来上涨超50%。 业内人士表示，

集装箱运输行业正全力应对美

国和欧洲日渐回升的货运需求，

运力愈发吃紧。

据了解，由于红海局势快速

变化，国际航运公司选择避开红

海海域，亚欧航线集装箱班轮绕

航好望角，航程变长导致原有运

力损失约20%。 班轮企业为维持

班轮服务，通过投入新船、租赁

船舶、抽调其他航线船舶等措施

来补充运力缺口，但短期内运力

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口，也加剧

了其他航线运力紧张程度。

为了满足外贸企业出货需

求，提高集装箱使用效率，一些

船舶运输企业把提取空箱时间

由此前的48到72小时，缩短至24

小时。 此外，海关等部门也在不

断提高空箱验放速度，企业可以

利用“船边直提” 模式，快速办

理空箱通关手续。

“集装箱供应链景气度正在

上升。 ” 东吴证券机械行业首席

分析师周尔双认为，“需求端，

2023年中美去库存周期形成共

振，集装箱产量、箱价持续下降；

2024年中美库存增速回落至历

史较低位，相继进入被动去库阶

段。 海内外去库存周期接近尾

声，补库存需求有望逐步显现。 ”

行业向好

伴随集装箱需求量不断攀

升，集装箱产业链、供应链公司

景气度随之上升。 根据海关总署

数据，2024年4月中国集装箱出

口平均单价达3279美元/吨，环

比增长37.3%，相比2024年1月增

长18.6%。

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贸

易持续增长，集装箱作为国际货

运的重要载体，其市场需求也在

不断增长。 未来，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将会加快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进程，同时跨境电商行业

蓬勃发展和市场消费模式变革

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繁荣

和集装箱物流快速增长。

周尔双表示，集装箱制造毛

利率受规模效应与原材料价格

影响较大，其中钢材约占集装箱

制造成本的50%。

钢之家钢铁网数据显示，中国

热轧板卷（集装箱制造钢材）价格

2024年4月为3906元/吨，环比下降

2.3%，相比2024年1月下降7.0%。

“在钢价保持低位震荡、箱

价环比上升的背景下，集装箱制

造商利润有望进一步修复。 ” 周

尔双表示。

刘岩表示，集装箱行业竞争

日益激烈，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自

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应对

市场变化和挑战。 投资者在选择

投资标的时，需要特别关注企业

的竞争地位和创新能力，以及管

理层的经营能力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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