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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疏浚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报告

对我国疏浚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以及

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 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

、充 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人工疏浚方法开挖运河、疏浚河道、沟通水系以发展航运、进行排

洪与灌溉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机械疏浚业是随着港口口岸开放而逐渐发展形成的，至今已

有100 多年的历史。 

     1897 年，基于对海河航道进行治理的需要，清政府成立了天津航道局的前

身&mdash;&mdash;海河工程局，自此开创了我国专业疏浚的时代。近年来，中国疏浚市场经

历了飞速的发展，无论市场容量还是作业领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疏浚工程（主要包括基

建疏浚和维护疏浚）和吹填工程基本各自占据了我国疏浚市场的半壁江山。 

     根据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疏浚市场规模达到38.85亿欧元，同比增长26%，近五年来行业规

模增速超过20%。 

       资料来源：I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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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基建投资大幅减少的不利影响，但是几年来行业回暖态势较为

明显。根据IADC 的统计，2012 年全球疏浚行业总收入为113.7亿欧元，同比增长6.46%。   

  

    这主要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疏浚业务对于经济贸易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具有基础性

作用，因而具有较为突出的抗周期性特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疏浚市场受国际贸易

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增长和气候变暖等因素驱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 

     （2）业务结构分析 31 

     全球疏浚市场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国际贸易发展、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气候变化、能源

利用等行业驱动因素的促进作用，但疏浚行业增速远高于该等驱动因素的变动，这主要是由

于疏浚装备和疏浚技术的发展，使得疏浚行业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数据来源: UNCTAD

2013  资料来源：BP 

     2012年，全球基建疏浚业务收入占比为41%；维护疏浚收入占比为17%；海岸防护占比为5%



，城市化建设占比为20%，能源利用收入占比为13%，旅游等形成的疏浚业务在疏浚行业中占

比为4%。 

   

  数据来源： IADC   2009-2012年全球疏浚工程业务结构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基建疏浚        

    33%             33%             39%             41%                               维护疏浚             14%             18%             18%     

       17%                               海岸防护             10%             10%             6%             5%                               城市化

建设             20%             20%             11%             20%                               能源利用             18%             16%        

    23%             13%                               旅游等             5%             3%             3%             4%                

  

    数据来源： I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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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各地区疏浚业务发展态势不尽相同，根据IADC的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中

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疏浚工程市场。 

    行业市场规模从2007年的15.15亿欧元增长至2012年的近40亿欧元。中东地区经过2000-2008年

的快速成长之后，目前疏浚工程市场规模呈逐步回落态势。  

  

    数据来源：I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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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飞速的发展，无论市场容量还是作业领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疏浚工程（主要包括基

建疏浚和维护疏浚）和吹填工程基本各自占据了我国疏浚市场的半壁江山。 

 根据IADC发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疏浚市场规模达到38.85亿欧元，同比增长26%，近五年

来行业规模增速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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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2-2013年中国疏浚工程行业产业链分析 55 

 （一）产业链分析 

 疏浚工程与吹填业与其它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上游产业是船舶设备设计、装备制造业

和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中心整理 

 （二）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1）船舶设备设计、装备制造业 

     1、船舶设备设计 

     随着船舶设计建造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以自动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以及各种新工

艺、新材料的广泛使用，造船技术在集成和高技术基础上不断创新，现代船舶工业已发展成

为高技术支撑下的现代产业。船舶设计占我国船舶行业总产值的2%，2012年我国船舶制造业

产值7903亿元，船舶设计行业约158亿元。2013年我国船舶制造业产值约6547亿元，船舶设计

行业约130亿元。近几年我国船舶设计行业市场规模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中心整理 

     随着我国船舶行业的发展和在技术方面的重视程度的提高，船舶设计市场规模将会继续扩

大、集中度也将会所提高。许多资质较差的中小船舶设计企业将会被淘汰，形成几大船舶设

计公司垄断绝大部分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 

     设计是现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节。 

     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涉及船舶水动力性能及船舶结构、性能技术，是船舶设计的热点，主

要包括船舶航行性能预报和优化设计技术，是确保船型具有优秀的航行性能和结构性能的保

障，是新船开发的关键着眼点。随着船舶不断向大型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利用先进的计算

机技术，提高设计水平，缩短设计周期，设计出经济、高附加值的船舶已相当普及。 

     2、船舶设备制造行业 

     我国在上一世纪80年代，用了约1．1亿美元引进了110多项生产设备、生产线及关键技术，

奠定了我国目前生产船用设备的基础。而韩国为引进设备和技术投入了约2亿美元，韩国船用

设备的国产化率已超过80%。相比近几年中国船舶工业的飞速发展，船舶设备的滞后已经成

为制约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瓶颈。 

     船舶配套业是造船业发展的基础工业，是现代造船工业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船舶配套

设备在整个船舶交易额中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般情况下，船舶配套设备费用占总船价

的30-40%。在造船业快速发展的拉动下，我国船舶配套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定的提高



，重点产品研制取得定突破，在甲板机械、舱室设备、通讯导航自动化等产品研制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实现了大功率低速柴油机及其曲轴、大型 锚绞机及螺旋桨等关键设备的自主生

产，与此同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造船基地，船配基地和船配园区建

设速度明显加快。 

     从地域分布看，我国主要配套企业向大型造船基地聚集趋势明显，初步形成长江三角洲地

区、重庆湖北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四大配套集群，从产品分类看，形成了以

大连、上海、青岛等为中心的低速柴油机、推进器、阀门为主的生产基地，以西安、洛阳为

中心的高中速柴油机、发电机组为主的生产基地，以南京为中心的船用机械、中小船舶配套

为主的生产基地，以武汉为中心的甲板机械、曲轴、大型铸锻件为主的生产基地，以重庆为

中心的柴油机二轮配套产品、船用仪器仪表为主的生产基地。 

     目前，我国船舶配套设备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造船需求，船用配套产品的本土化装船率与

日韩9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也显示我国的船舶配套设备制造能力和市场开拓具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船舶配套产业发展&ldquo;十五&rdquo;规划纲要》指出：到2010年，我国本土生产的船用

设 备平均装船率达到60%以上，实现船用设备年销售收入500亿元。 

     《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2011 年，大主流船型本土生产的船用配套设备的平均装

船率达到65%以上，船用低速柴油机、中速柴油机、甲板机械等配套设备的国内市场满足率

达到80%以上。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进步发展，技术水平和产能的不断提高，国产设备装船率

将大幅提升，船舶配套业将进入个快速的增长时期。2011年，我国船舶配套设备行业销售收

入达到800亿元左右，保守预计，到2015年中国船舶配套设备行业将超过1200亿元的产业销售

规模。 

     我国海岸线绵长，江河湖泊众多，自古以来水运一直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但

是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和人为因素，造成了我国航运河道和入海口

水域淤塞严重，航道水深和港口水深标准偏低，清淤疏浚工程负债累累，有待实施的疏浚工

程量极大。这些不利因素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妨碍了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又促使我国疏浚工程业和挖泥船制造业，务必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迅猛发展和提高

。 

     为满足江河湖海清淤疏浚工程的迫切需要，1999年国家启动了&ldquo;江湖疏浚挖泥船建

造&rdquo;项目，简称&ldquo;百船工程一期&rdquo;。此后我国挖泥船设计和制造能力得到了

快速发展，到2011年年底，我国共有十几个船舶科研设计单位和高等院校参与到挖泥船的设

计行列，形成了强大的设计力量。包括武昌船厂、江新船厂、辽南船厂和镇江船厂在内的

近20家船舶建造厂，共建造14种船型、15个建造标的挖泥船50艘左右，使我国拥有的各类新



老疏浚工程船总数接近500艘，形成了比较强大的清淤疏浚工程作业能力。 

     挖泥船的类型主要有绞吸式、耙吸式、斗轮式、铲斗式/抓斗式、气力泵式和喷射式等多种

类型。绞吸式吹泥船，由于挖泥效率高、工程适应性强等特点，成为当前港口和航道疏浚工

程作业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工程船舶。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现有疏浚船舶中，绞吸式吹

泥船所占有的比例在50%以上，在我国绞吸式吹泥船的数量也绝对处于各类疏浚工程船舶的

首位。 

     绞吸式吹泥船一般自身无航行动力，由拖船或其它船舶拖曳进行作业地点转换，整船由船

体结构、舾装设备、行走系统、挖泥系统、吸扬系统、动力系统、液压系统、电气设备和控

制系统等组成。绞吸式吹泥船挖泥吸泥工作原理是，利用安装在船底的吸泥管前端并围绕吸

泥管设置的旋转绞刀装置，将水底的泥沙进行切割和搅动，再经吸泥管将被绞起的泥沙物料

，借助强大的泵力，输送到泥沙物料堆积舱，或直接输送到辅助运泥船上。 

     疏浚业装备主要是挖泥船。当前，世界最专业的挖泥船建造集中在荷兰，我国第一艘挖泥

船就由荷兰IHC公司进口，目前国内耙吸挖泥船的标志性船舶一&ldquo;新海龙&rdquo;轮也是

由该船厂建造。因疏浚挖泥船专业性强、需求方单一，一直难以引起国内综合性船厂兴趣。

国内大型船厂，如江南船厂、沪东船厂等都极少承建大型挖泥船。在上世纪未和本世纪初，

国家曾从整治河湖、兴修水利考虑，成立了河湖疏浚挖泥船建造小组，开展了&ldquo;百船计

划&rdquo;，但也仅是侧重于一些技术含量有限的中小型挖泥船。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疏浚业

的繁荣，国内挖泥船建设了重大突破，以国有大型疏浚企业为主导，专业科研院所、部分中

小型和民型船厂开始合作，共同开发建设大型挖泥船，如上航局与广州文冲船厂、七0八研究

所合作，设计建设了目前国内最大的耙吸船&ldquo;新海虎&rdquo;轮，成为首艘 &ldquo;国轮

国造&rdquo;的大型挖泥船。南通民营港阐船厂与上航局、天航局、上海交大等合作，己经建

成并正在建设多艘大型绞吸挖泥船。只是这些国内中小型船厂并非疏浚船舶专业造船厂，从

挖泥船建造过程看，设计方案、关键技术、柴油机订购、性能改造等主要环节均是由疏浚企

业自身提供，整个建造过程疏浚企业也派出大批技术管理人员参与。 

     因此，我们认为作为疏浚船舶发展主要推动力的国内大型疏浚企业，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向

疏浚船舶制造业进行延伸。现国内大型疏浚企业虽一般都拥有自己的船厂，但普遍规模较小

且主要是侧重于船舶修理，根本无法满足疏浚市场发展需求。这同时也说明向疏浚船舶制造

业延伸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疏浚企业可以作为主导，从船舶制造、修理、改造以及船用配备

件研制等方面进行自主研发或联合开发，或通过&ldquo;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再创

新&rdquo;，打破国外疏浚装备建造技术壁垒，做强做大疏浚船舶制造业，形成疏浚企业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中国交建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为国内疏浚业的龙头企业，主营港口与航道疏浚工程，



拥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拥有一支以 4500m3舱容以上耙吸挖泥船和 3500m3/h绞

吸挖泥船为主体，其他船舶为辅助的疏浚船队，耙吸船总舱容18.25万m3;绞吸船总装机功

率14.52万kw，年生产能力达到2.8亿m&sup3;。 

     &ldquo;十五&rdquo;时期挖泥船为借鉴发展阶段。在此期间进口了一批先进挖泥船，其

中2002年进口工HC的 12888m3新海龙号大型耙吸挖泥船，成为当时的旗舰，在自主建造上

，2002年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利用散货船改建成舱容近1200 m&sup3;的耙吸挖泥船新海象

、新海鲸轮;2005年建造了3800耐的4011轮，开启了中国现代挖泥船的建造时代。到&ldquo;十

五&rdquo;期末，中国共有耙吸挖泥船46艘，总舱容16万余 m&sup3;。&ldquo;十一五&rdquo;时

期为自主创新快速发展阶段。大型现代化挖泥船由进口为主转入自主研制为主的阶段，国内

共建造了n艘大型耙吸挖泥船（舱容9000~17000m，）， 18343耐特大耙吸一    艘;2006年自主设

计、建造的 13500 m&sup3;大型耙吸挖泥船&ldquo;新海虎&rdquo;标志着中国自主建造挖泥船

时代来临，2010年自主建造的超大型耙吸挖泥船舱容18343扩的&ldquo;通程&rdquo;号，标志

着中国疏浚技术有了实质性进步。 

     在绞吸船方面，2004年以前 2000 m&sup3;/h以上的大型绞吸挖泥船全部依赖进口， 2006年

首艘国产 3500 m&sup3;/h新海鳄号交付使用，标志着国内设计建造进入大型先进绞吸挖泥船

建造阶段，2010年，随着总装机功率超2万Kw，绞刀功率4200Kw的大型自航绞&ldquo;天

鲸&rdquo;号交付使用，国内绞吸建造技术实现了新的跨越。 

     （2）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全国勘察设计企业总数达到18280家，较2011年的16482家增长了11.1%

，增加企业1798家。其中工程勘察类甲级单位662家，工程设计类甲级单位2833家，专项设计

类甲级单位3692家。按照企业性质划分，内资企业18016家，其中国有企业总数为4112家，集

体企业283家，股份合作企业393家，有限责任公司8676家，股份有限公司1143家私营企业3409

家；外资企业121家。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勘察设计行业全年完成合同额为5953845万元，较2011年

的5319654万元增长了11.2%。2012年全国勘察设计行业科技活动费用支出总额为4134972.82万

元，较上年增幅较大。2012年全国勘察设计行业全年营业收入为161706307万元，较2011年

的129147304万元增长了12.5%，其中境外收入为6470324万元，增幅缓慢。2012年全国勘察设

计行业从业人员累计2123379人，较上年增加人员394882人，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行业队伍素质、

经营规模、经济效益得到大幅提升。完成了青藏铁路、载人航天、大型电厂、跨海大桥、深

水港口与航道工程、高速铁路、奥运工程、世博场馆等众多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勘察设计任

务，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规模效益快速增长。工程勘察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新发展。2010年，全行业从业人

员142.3万人，比2005年增长了32.1%；专业技术人员92.6万人，比2005年增长16.1%，其中注册

执业人员17.4万人，比2005年增长69.7%。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经济社会效益持续大幅度增长

。2010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9547亿元，利税总额1064亿元，完成施工图投资

额66801亿元。&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6.3%，

利税总额年均增长27.1%，完成施工图投资额年均增长19%。 

     2.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注册建筑

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云南、甘肃、重庆等省市颁布了地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3.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稳步推进。&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开展工

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9.7%，为全行业营业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做出了重

要贡献，尤其在石化、冶金、建材等工业领域，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已成为主要的服

务形式，得到了业主、投资方的广泛认可。 

     4.科技创新水平快速提升。&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许多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加大科技投

入，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突出核心技术攻关，重视工程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勘察设计

技术水平显著提高。2010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科技活动费用支出总额为218.94亿元，

比2005年增长227.1%；科技成果转让收入总额248.91亿元，比2005年增长1276.3%；企业累计拥

有专利24476项，比2005年增长281.3%；组织或参加编制国家、行业、地方技术标准、规

范3950项，比2005年增长78%。 

     5.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网络集成及资源

共享等方面迈出了新步伐。三维设计、协同设计技术开始得到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计算机辅助模拟（CAE）使用水平不断提升。行业内专业应用软件的正版化和开发更新

不断发展，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化系统得到使用和推广。 

     6.诚信体系建设进展明显。&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更加重视行业诚

信体系建设。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和从业人员不良行为认定标准，建立

和开通了全国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平台，有力加强了对行业诚信行为的监管。行业协会在

行业内开展了诚信评估试点工作，为全行业的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示范和引导作用。 

     7.国际竞争能力有所增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加速发展。2010年，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单位境外收入495.4亿元，在总营业收入中的比重已从2005年的2.1%提升到5.2%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境外收入年均增长51.9%，工程勘察设



计单位国际竞争实力不断增强，行业内涌现了一批能与国际同行竞争的骨干企业。 

     此外，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引领和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应

用于工程建设领域，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推动着我国工业化

发展的步伐。&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随着海外工程业务不断增加，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加

快了&ldquo;走出去&rdquo;的步伐，同时带动了建筑材料和机电设备出口等关联产业向国际市

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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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沿海港口吞吐量分析 71 

     2013年，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取得了稳定增长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增速较前年仅下降1个百分点。受益于宏观经济

的稳定增长，2013年我国港口运输生产形势超预期，各项主要运输生产指标好于前年。 

     近几年我国沿海港口吞吐量增长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 

    增长超预期货物吞吐量首超百亿吨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5%，增

速较前年加快2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速加快，直接推升了工业生产活动的景气度，拉动了煤炭

、金属矿石、建材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再加上集装箱需求比较稳定，2013年，港口货物吞吐

量实现超预期增长。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13年1~11月份，规模以上港口（以下简称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97.4935亿吨，同比增长9.3%，较前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沿海港口完成66.8201亿

吨，增长9.8%；内河港口完成30.6734亿吨，增长8.3%。从各港运输生产情况分析，12月的港

口运输生产稳定增长，预计全年港口吞吐量将首次突破100亿吨，增速超过9.3%，超出GDP的

增速，扭转前年增速下滑的势头。 

    货物吞吐量增速尽管有较大提升，但其增长速度仍不及2011年和2010年。从全年来看，吞吐

量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前三季度，港口吞吐量增速一季高过一季，增长较为稳定，其中1~3

月增速为9.5%，1~6月增速为10.1%，1~9月增速为10.3%，而1~11月港口吞吐量增速出现了回



落，增速为9.3%，较前三季度放缓了1个百分点，降幅较大。年内的最高点出现在6~8月份，

平均增速超过10%，8月份更是高达12.6%，但9月份后形势逆转，增速下滑到5%左右，且下滑

势头一直延续到年底。其主要原因是年中国家出台稳增长措施，货币政策有所松动拉动投资

，再加上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电力等需求大幅上升。四季度，经济的弱增长态势重现

，再加上前年基数较高，港口吞吐量增速出现较大回落。 

    2013年，煤炭、金属铁矿石等五大货类吞吐量较前年出现大幅度提升。2013年1~11月，煤炭

吞吐量增速较前年同期提升了约5个百分点，石油、天然气及制品由前年的负增长转为增

长2.2%；金属矿石增速最大达到12.1%，比前年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粮食、矿建材料吞吐量

增速均超过10%。上述五大货种增速的大幅提升是推升吞吐量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2013

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增速约7.3%，较前年下滑了1个百分点，是唯一增速下降的大货类，对吞吐

量有一定拖累。从区域来看，沿海吞吐量增长约9.8%，内河吞吐量增速约8.3%，沿海高出内

河1.5个百分点。 

    自2012年起，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两年下滑。2014年，&ldquo;稳增长、调结构&rdquo;仍将

是宏观调控的主旋律，要实现经济的&ldquo;稳中求进&rdquo;，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更注重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节能环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故此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不断降温

，201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要实现去年的增长速度有一定难度。但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和人民

生活的不断提高，对能源消费的不断升级，港口货物吞吐量仍可保持稳定较快增长。 

    进口大幅增长外贸吞吐量增速重上两位数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9月份的数据显示，大宗商品整体价格自2月起连续8个月出现同比下

降。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0.3%，比前年12月下降13个百分点。2013年以来，国际商品

市场供应充裕，但需求不旺，抑制了大宗商品的价格，这对于大宗商品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国

市场来说，是进口的良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13年1~11月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为30.5亿吨，同比增长10.1%，增速较前年加快0.7个百分点，同时也高出内贸1个百分点，

是2013年港口吞吐量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外贸吞吐量的时间段来看，全年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1~7月份外贸吞吐量增速为8.6%，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增速加快，一直保持到11月份，1~11

月份增速超过两位数，达到10.1%。 

    从货种来看，海关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煤炭进口共计3.3亿吨，同比上涨13.4%。我国

自2009年由煤炭净出口国转变成煤炭净进口国，在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

国后，已经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煤炭进口量之首，2013年再次刷新了进口煤的总量纪录。伴随

着粗钢产量的增长以及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超过70%，2013年，全球一半的铁矿石转运到了

我国，进口量达到8.19亿吨，较2012年的7.44亿吨增长10.2%。尽管2013年进口原油同比仅增

长4%，不及预期，但外贸前两位的煤炭、铁矿石大幅增长不但弥补了原油增速的下滑，还刺



激了外贸水平的整体提升。 

    前几年全球对大宗商品投资过大，产量过剩，而新兴国家经济放缓，需求减弱，以及美国

逐渐退出QE，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在新的一年里难以大幅上升，很可能继

续维持低位，再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这有利于我国企业降低进口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减少国内资源的开发，特别是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铁矿石、原油等资源类商品，提供了

机遇。 

    2013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前10名排行榜近日出炉，我国沿海和内河港口中，集装箱吞吐

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依次是上海港、深圳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广州港、天津港、大连

港、厦门港、连云港港、苏州港。 

    2013年我国集装箱吞吐量500万标箱以上的港口数量共11个，包括沿海的10大港口和内河的

苏州港。全国十强中，1000万标箱以上的港口共有7个，分别为上海港、深圳港、宁波-舟山

港、青岛港、广州港、天津港、大连港。2013年，上海港以3361.7万标箱的成绩位居榜首，深

圳港以2327.9万标箱的成绩，超过香港港，首次晋级世界前三，坐上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宝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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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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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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