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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简介 

于占福   

罗兰贝格管理顾问公司执行总监 
大中华区交通运输、物流和旅游行业负责人 

大中华区航空航天与防务行业(A&D)负责人 

业务专长 > 物流 

> 速递 

> 冷链 

> 旅游 

> 航空 

> 机场 

教育背景 > INSEAD工商管理硕士 

> 中科院硕士 

专业经验 • 12年咨询咨询行业经验，广泛服务于大交通议题下的客货运
航空运输、机场、第三方物流、快递、公路货运、铁路/铁
路港、物流地产、海运、码头、酒店等领域内的大型国企和
领先外资及私营企业 

• 代表性客户包括机场企业股份公司、上海机场集团、湖北机
场集团、河南机场集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航、国货
航、中远物流、中邮速递物流、德邦、成都国际铁路港、普
洛斯、中远集团、浙江港口集团等 

> 北京大学学士 

Roland Berger 罗兰贝格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三期B座45层7-11单元| 邮编 100020 

Tel：010-5954 1669    Mobile: 136 5116 4091 

Email：zhanfu.yu@rolandberger.com | www.rolandberger.com 

> 海运 

> 码头 

> 航空器制造 

> 通航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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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问题，了解与会嘉宾对热点问题的看法，最大样本数=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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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弱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后，世界经济进入震荡调整的疲弱
周期；2017年仍未回暖，未来五年预计仍会维持温和增长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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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GDP增长预测  [2017-2020, %] 全球主要经济体GDP增长速度 [2008-2016, %] 

宏观经济形势——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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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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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弱周期：全球贸易额受需求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增速持续
下滑，未来将持续保持在低位水平 

12011611210810410098959288847982807771

2005 2006 2007 2013 2017E 2019F 2015 2014 2010 2011 2016 

+5.0% 
+4.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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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单位：[亿吨] 

评论 

宏观经济形势——全球 

> 全球进出口贸易
受近年来经济放
缓影响增速有所
下滑 

> 虽然已遭遇
WTO、IMF及世界
银行的强烈警
告，但目前由欧
美发达国家主导
的贸易保护主义
仍有“抬头”趋势 

> 未来经济全球化
仍是常态。预计
世界进出口贸易
额会以较低增速
缓慢复苏 

世界进出
口贸易量

增速 

世界进出
口贸易海
运货量 

全球进出口贸易趋势 

资料来源：IMF，UNCTAD，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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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运供需预测—Alphaliner逐月上调需求预测，下调供给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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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运供需预测—17年需求有望大幅回暖，供求关系边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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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海运运价—有望回暖, 波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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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Stanley Charter Rates & Freight Cost Assumptions - Bas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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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港口及集团“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港口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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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港口及集团“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港口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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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进出口量增速较快的贸易新贵国家值得主动布局，同时传统
集装箱贸易大国的投资机遇也值得密切关注 

资料来源：World Bank，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1 海外国家选取 

集装箱贸易量增速 [%], 
(2010-2015) 

集装
箱贸
易量 
(TEU, 
2015) 

平均
值 
7.4% 

战略型：集装箱进出口量发展速度较快的贸易新贵国家，需要浙
江海港集团有意识的主动布局 

平均值: 480万TEU 

机遇型：传统集装箱贸易大国，近几年增速放缓，港口发展较成
熟，投资难度较高，浙江海港集团可密切关注投资机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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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方面，大型化是业界发展的必然，近年来在规模效应的推
动下，领先全球班轮公司的集装箱单船运力水平不断提升 

全球前20大航运公司单船平均载箱量 

 [TEU, 2013-2017] 

CAGR=1.2% 

CAGR=7.8% 

2017 

5,143 

2016 

5,078 

2015 

5,021 

2014 

4,512 

2013 

4,322 

CAGR 
'13-'17 

4.4% 

> 全球班轮公司集装箱单船平均载
箱量逐年攀升，近5年平均增长率
达到4.4% 

– 随着载箱量的提升，船舶单位
运输能力的建造价格和航运的
能源消耗显著下降，规模效应
逐渐凸显 

> 2013 – 2015年单船平均载箱量增
速明显 (CAGR 7.8%)，但随着全球
集装箱货运量增速放缓，2015 – 

2017年船舶大型化趋势有所放缓 

船舶大型化趋势 

资料来源: Alphaliner，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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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预测 

• 预测2020年将以12000~18000 TEU级集装箱船舶为主流船型，集
装箱船型向 22000 TEU级发展； 

• 预测2040 年将以 18000~22000 TEU 级集装箱船舶为主流船型，
集装箱船型向 24000 TEU 级发展，还可能出现 28000TEU 级船
舶； 

• 2060年将以22000~28000 TEU 级集装箱船舶为主流船型，集装
箱船型向 30000TEU 级发展 

• 挑战港口水深 

• 挑战港口基础设施 

• 挑战港口集输系统 

• 挑战桥梁设施体系 

• 盈亏平衡点的货量

门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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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国外发达国家，中国多式联运运量规模相对较低，主要原因由
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占比落后以及公路集装箱运输挤压导致 

35%

40%

3%

美国 法国 中国 

多式联运运量规模占全社会运量比例 (2015) [%] 

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占比落后，制约多式联运 

> 多式联运行业的兴起与铁路集装箱的普及有极大关系，
相比于发达国家，甚至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铁路集装
箱规模很小 

20%
30%

40%
49%

20%

3%

中国 美国 全球 法国 英国 德国 

公路集装箱运输主导，压缩铁路运输发展 

40%

26%

45%

71%

16% 100% 2003 

水路 公路 铁路 

3% 2015 100% 

铁路集装箱运输占比对标(2015) [%] 

集装箱运输占比 (2003-2015) [%] 

> 公路集运在价格机制、运输组织、运力分配和服务质量
都要优于铁路运输，造成铁路集装箱运输被公路挤压 

中国多式联运现状研究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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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重政策驱动加以中铁总的积极响应，迫使公路货运需求向铁路
运输转移，多式联运市场的增长可期，发展空间很大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案头研究；罗兰贝格分析 

多式联运市场规模及预测 

驱动2：交通部治公路超限，公路运价上涨 

多式联运市场规模预测 (2015-2020) 驱动1：18部委力推多式联运，完善规则 

关于进一步鼓励开
展多式联运工作的

通知 
二○一七年一月 

交通运输等18个部门发布 

> 从国家层面，十八个部委全力
解决多式联运发展水平较低，
协同衔接不顺畅、市场环境不
完善、法规标准不适应、先进
技术应用滞后等问题 

33

13

货运量 

2020 2015 

亿吨 

42

17

2020 

货运额 

2015 

百亿元 

驱动3：中铁总改革，搭建多式联运发展体系 

> 放开了入箱品类，煤炭、矿石、粮食等散改集 

> 集装箱办理站由572个增加至1149个 

> 2016年各铁路局开行了107条铁水联运班列线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 

二○一六年九月 

交通运输部发布 

> 依法加强公路货运市场环境治
理，强化重型货运车辆装卸源
头监管和动态监控 

> 处罚查处力度较高导致公路运
费普遍上涨~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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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多式联运由8大要素构成，其中多式联运规则是多式联运运作
的核心，恰逢国家批文要规范联运规则 

多式联运必备“八大件” 

多式联运规则 多式联运承运人 多式联运站场 多式联运经营人 

转运设施装备 多式联运信息系统 标准化运载单元 

> 与托运人签订多式联运合同
并对运输过程承担全部责任
的合同主体 

> 以运送货物或者组织货物或
承诺运送货物为主营业务并
收取运费的企业 

> 运输组织与管理、参与人的
权利和义务、经营人的赔偿
责任、定价机制和违约处理
等方面的协议、标准或规范 

> 货物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转
运的实际发生地 

专用载运机具 

> 包括龙门吊、桥吊、集装箱
堆高机、叉车、托盘等 

> 通过多式联运信息系统，可
以实现货物跨运输方式、全
程的实时追踪和在线查询 

> 指国际标准集装箱、可脱卸
箱体、厢式半挂车，也包括
物流台车（笼车）、集装袋
等 

> 主要包括铁路集装箱平车、
厢式半挂车平车；整车货车
或半挂车专用滚装船舶；铁
路商品车运输专用车辆等。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分析 

发展多式联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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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进入疲弱周期的背景下，未来5年全球集装箱贸易量增
速在3.2%左右，相比2010-2015年4.7%的均速是一个明显放缓 

1 集装箱 

2.1
2.01.91.9

1.81.81.7
1.6

1.51.5
1.4

2018F 2010 

CAGR = +3.2% 

2020F 2019F 

CAGR = +4.7% 

2013 2012 2011 2015 2014 2017E 2016 

全球集装箱贸易总量 [亿TEU, 2010-2020F] 

资料来源：Clarksons，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 2010-2015年全球
集装箱贸易以
4.7%的速度保持
稳定增长 

> 但近几年来全球
经济活动疲软，
投资增长放缓，
贸易保护主义重
新抬头 

> 预计2015年-2020

年全球集装箱贸
易增长速度趋
缓，到2020年达到
2.1亿TEU 

全球 



31 20170712_罗兰贝格_第三届海丝港口国际合作论坛__热点问题投票结果点评.pptx 

受全球经济疲软影响，中国未来进出口集装箱量增速将显著放缓 

 

 

中国集装
箱出口货

量 

中国集装
箱进口货

量 

0.430.420.410.400.390.380.360.340.330.33
0.30

2012 

+4.8% 
+2.3%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2014 2013 2011 2010 

0.190.180.180.170.170.160.150.140.140.130.12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E 2018F 2019F 2020F 

+3.4% 

+5.9% 

中国集装箱进出口量 [亿TEU, 2010-2020F] 

资料来源：IHS, 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1 集装箱 中国 

> 全球经济活动疲软：欧
盟经济复苏缓慢，导致
其贸易量在2015年负增
长7.7%，而日韩经济的
低迷也促使其贸易需求
放缓，作为其主要贸易
伙伴国，中国同时也受
到波及 

> 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以
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
义对全球贸易的增长带
来冲击 

>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
对外贸易结构多元化的
推进，中国与东南亚、
澳大利亚等航线贸易量
加大，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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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散货方面，全球下游对资源的需求不振，未来全球干散货贸易总
量增长速度为3%，相比于2010-2015年的4.8%放缓显著 

34.2
33.2

32.2
31.3

30.4
29.529.929.2

27.4

24.9
23.4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4.8% 

+3.0% 

2 干散货 

全球干散货贸易总量 [亿吨, 2010-2020F] 

资料来源：UNCTAD，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 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将在
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持续
增长动力不足。中国作为世
界第一消费国，消费增速将
逐步放缓，印度和东盟有望
成为新兴需求国 

> 煤炭：基于节能减排需求及
能源结构调整，煤炭需求将
部分为清洁能源取代，全球
需求增长将放缓 

> 粮食：世界粮食贸易规模将
继续呈平稳扩大之势，其中
玉米由于生物燃料、饲料及
加工用粮需求，需求增速将
快于其他粮食品种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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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减缓了对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而
“一带一路”则促进钢材等产量的对外输出 

1.641.561.491.421.351.281.231.15
1.031.081.09

+5.0% 

+3.3%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1.620.619.718.918.217.416.415.9
13.512.2

10.7

+4.3% 

+10.3%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 “一带一路”战略
有助于我国消
化过剩产能，
刺激钢铁制品
等向沿线国家
出口 

> 在供给侧改革
趋势下， 随着
经济结构调整
的加深，煤
炭、矿石等品
类的增长速度
将放缓 

中国干散
货进口货

量 

中国干散
货出口货

量 

中国干散货进出口量 [亿吨, 2010-2020F] 

资料来源：IHS，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2 干散货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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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传统的大宗散货进口的下游主要需求增速都在显著放缓，其中高铁
建设对整体推动颇为有限 

8.18.07.97.87.77.77.46.66.35.9
8.3

+1% -2%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 在“四纵四横”等铁路网规
划下，“十三五”期间我国
铁路总投资将超过3.8万
亿元，至2020年高铁营业
里程达3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 

12.411.811.310.810.39.69.58.67.26.24.8

2010 

+5% 
+15%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 由于国家深入推进“三去
一降一补”策略，抑制房
地产泡沫并防止房价出现
大起大落，未来房地产投
资增速会逐渐放缓 

> 08年政府规划的四万亿投
资陆续完成，基建投资增
速难以保持 

> 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长放
缓，会降低预算内资金对
基建项目的支持力度 

21.420.018.416.915.213.111.29.47.76.76.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10% 
+15% 

2020F 2019F 2018F 2017E 2016 2015 

中国基础
设施建设

投资 

中国房地
产建设投

资 

中国铁路
建设投资 

单位：[千亿元] 

单位：[万亿元] 

单位：[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罗兰贝格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趋势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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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5% 

72.1%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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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城整体的发展逻辑将围绕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招商、运营等
4个核心要素展开 

港产城的发展逻辑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港产城发展的
核心元素 

1 

2 

3 

商业模式 

盈利模式 

招商 

4 

> 如何设计港
产城整体的
商业模式？ 

> 港产城的盈
利模式如何? 

> 应针对哪一类
企业展开招
商？ 

> 应如何提升自
己的招商能
力？ 运营 > 应如何运营？
提供哪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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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城主要包含政府、企业、居民三类群体，提供各项服务满足其
需求以获取利润 

港产城 

政府 

企业 居民 

> 税收 

> 产业 

> … 

> 优惠的招商条件 

> 便利的交通 

> 基础设施完善 

> 园区配套完善 

> … 

> 工作机遇 

> 基础设施完善 

> 园区配套完善 

> 便利的交通 

> … 

一级土
地开发 

1 招商收
益收成 

2 

3 

低成本房
价开发销
售利润 

物业的运
营服务等 

整体土地升值收益 

港产城主要提供
的服务： 

> 战略产业规划 

> 土地整理 

> 基础设施建造 

> 为政府招商 

> 房产开发 

> 工程建造 

> 物业服务 

> 金融服务 

> … 

 
4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港产城全景 

现金流 

开拓港产城产品— 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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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团可以参照华夏幸福基业，采用一二级联动开发的模式开拓
港产城产品，实现高值收益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分析 

各类园区商业模式介绍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开拓港产城产品— 商业模式 

业务模式 

业务结构 

模式定义 

代表企业 

核心能力
需求 

一二级联动开发模式 二级开发运营模式 轻资产运营模式 全价值链覆盖模式 

> 以一级开发控制后续二
级开发节奏并锁定收益 

> 获得熟地后进行二级开
发并经营园区 

> 不持有物业，仅通过物
业管理服务获取收入 

> 服务贯穿从一级开发到
园区服务整条价值链 

> 物业开发 — 高标准的一
级开发能力与以客户为
导向的二级开发能力 

> 产业发展 — 为园区进行
产业规划与招商 

> 物业开发 — 以客户为导
向的二级开发能力 

> 产业发展 — 为园区进行
产业规划与招商 

> 产业发展 — 为园区进行
产业规划与招商 

> 园区服务 — 提供高附加
值的服务并获取收益 

> 一二级联动模式的所有
核心能力 

> 园区服务 — 通过高质量
的服务提高园区品质 

一级开发 

二
级
开
发 

产业发展 

园
区
服
务 

一级开发 

二
级
开
发 

产业发展 

园
区
服
务 

一级开发 

二
级
开
发 

产业发展 

园
区
服
务 

一级开发 

二
级
开
发 

产业发展 

园
区
服
务 

• 联东U谷 • 腾飞国际 • 裕廊集团 
• 华夏幸福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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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城盈利模式：主要包括一级土地开发、招商收益分享、低成本
房产开发和土地升值收益 

> 通过园区整体规
划，排他性地获取
整体项目 

> 通过为政府垫付一
级土地开发资金，
获取利息收入 

> 为政府进行一级土
地开发工作，获取
工程建设利润 

一级土地开发 

> 通过整体性的招
商，进行产业导
入，获取新增固定
投资返还 (45%的
“落地投”)或按比例
分享政府财政收入 

> 2015年，收入占比
17% 

招商收益分享 

> 园区的成功运转帮助
华夏获取用地指标的
支持，同时保证低成
本土地的获得 

> 通过规划切入后的一
二级土地联动开发，
华夏拿地成本比其他
房地产企业可低出
30%以上 

> 收入占比73% 

低成本房产开发 

> 随着产业集群效应
的逐步体现，华夏
所储备的地产还能
获取可观的升值收
益 

土地升值收益 

资料来源：华夏幸福年报；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一二级华夏幸福盈利模式 

开拓港产城产品 — 盈利模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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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0.2% 

23.0% 

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