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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贸发展新变局
SISI

全 球 经 济 呈 现 弱 复 苏 态 势

地缘政治冲突、通胀压力、
银行危机等因素使得全球需

求增长动力持续不足

服 务 业 和 制 造 业 呈 现 两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复 苏 主 线

全球服务业处于稳定复苏周
期，带动消费业和接触性服
务业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
国内制造业复苏弱于服务业

经 济 波 动 下 行 趋 势 没 有 改 变

6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
47.8%，连续4个月环比下
降，连续9个月低于50%

亚洲国家生产和出口面临巨
大压力
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贸易投资
需求回落和全球产业链的“在
岸化”生产将进一步减少中间
品和最终品贸易规模，亚太地
区作为全球主要的商品生产者
和供应者，出口和经济增长将
继续受到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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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供应链发生显著变化
SISI

01

全球供应链逐渐恢复，部分经
济体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承担近 90%国际贸易运输的
海运贸易逐渐恢复常态：疫情
期间出现的集装箱短缺问题已
经消除；港口拥堵基本解除今
年前 5 个月，纽约联储全球
供应链压力指数逐月下降，5 
月降至-1.7，比 2021 年底最
高水平低 6 个点。

02

全球供应链体系出现收缩
重构的新特征。
本地化：美国制造业回流
临近化：区域贸易一体化
分散化：全球的供应链体
系有可能逐步分解为欧洲
、北美、亚洲等地区性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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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供应链发生显著变化
SISI

01
03

全球制造业重心持续东移。亚洲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46%以
上，优势在于现有制造业业务的深度和规模，以及该地区持续的成
本竞争力和网络外部性。
亚洲整体贸易继续扩大。美国更多地从其他生产国采购商品，而欧
盟（和其他进口商）则更多地转向中国。

图：美国和欧洲进口地的变化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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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份额发生结构性改变。如
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吞噬了日韩份
额；同时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份额增长减缓，尤其是服饰和
鞋，被东南亚吸收。
中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成为重要
零部件供应重心。中国零部件出口
目的地发生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份
额正在下降，而其他新兴市场（尤
其是亚洲）的份额正在上升。就亚
洲而言，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目
前占所有零部件进口的近20%，而
韩国和越南从中国进口的这一比例
接近三分之一或更高。

二、全球供应链发生显著变化

图：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地的变化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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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供应链发生显著变化

05
供应链断裂风险仍存，供应链安全问题将日益凸显。地缘政治、
贸易冲突、突发事件很容易造成：供应瓶颈、供应链中断、交付
延迟、零部件短缺、物流瓶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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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SISI

供给：全球商船队规模稳步增长，方便旗国船舶登记规模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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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船载重吨 占世界商船队比例

图 2021年各国注册船队载重吨与占世界商船队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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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1年按照载重吨统计各国本国船队船旗占有率情况

ü 2021年世界商船队达到21.3亿DWT，同比增加6300

万DWT，除件杂货船外，所有类型船舶均增加；

ü 船舶登记方面，2021年巴拿马、利比里亚和马绍

尔群岛仍是全球前三船舶登记国家，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位居第四和第五；

ü 按照总吨计算，全球船东国家船队的70％以上注

册了外国国旗，而非本国国旗。

数据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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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供给：全球航运信贷融资回暖，欧洲（法国）和亚洲（中国）是船舶融资主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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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08-2021年航运信贷融资景气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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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10-2021年排名前10名的航运信贷融资国家

2021年全球航运信贷融资景气指数得分

为63，同比上涨1点，近11年来首次实

现正增长。2021年全球前40大开展航运

融资业务的银行共2901.2亿美元，同比

增长1.0%。

欧洲国家投资规模和市场份额继续下降，

但仍然保持较高融资规模。2021年欧洲航

运投资规模约占全球50%；其次是中日韩

为代表的亚洲约占全球42%。从国家来看

，中国融资规模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

约占全球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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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 2022年，我国造船国际市场份额已连续13年居世界

第一，造船大国地位进一步稳固。

• 2023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

持订单量以修正总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9%、52%

和45%，各项指标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

供给：中国造船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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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2022全球主要经济体铁矿石进出口情况

需求：中国铁矿石进口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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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需求：印度煤炭进口大幅度增长
2022全球主要经济体煤炭进出口情况

•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大陆由于意图摆脱对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急切寻

求紧急替代能源，更多的煤炭通过大型散货

船运往欧洲，同时进一步拉高了国际煤炭价

格。

• 从煤炭出口方面来看，2022年印度尼西亚煤

炭出口量为4.67亿吨，同比增长9.2%；而同

期澳大利亚煤炭出口则下降至3.47亿吨，同

比下降5.1%。

• 从煤炭进口方面来看，2022年欧盟海运煤炭

进口量为1.17亿吨，同比暴增33.9%；印度

煤炭进口2.18亿吨，同比增长8.1%；中国海

运煤炭进口量为3.09亿吨，同比下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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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 2022年在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粮食成本大涨，

粮食海运贸易量受供给冲击收缩明显，下滑3.4%。

• 俄乌局势下的小麦、玉米等粮食货运需求由黑海

地区转向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相关

区域。

• 为进一步丰富粮食进口货源结构、避免进口国家

单一，中国2022年11月底正式打通巴西玉米输

华走廊，进口玉米主要来源渠道从传统的北美、

黑海产区，进一步拓展到国际玉米产地-南美洲。

需求：中国拓宽粮食进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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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航运供需动态变化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

l 改变了货运流量流向；

l 粮食、煤炭、油价格上涨，其

影响波及商品和金融市场以及

供应链，对粮食和能源安全以

及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产生了

严重影响；

l 削弱了全球商业信心，扩大了

不确定性，增加了波动性。

煤炭航线重塑格局

粮食航线重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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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快速变化和难以预测的海运贸易

Ø 经济：下行周期 ，亚洲国家出口受到拖累；
Ø 供应链：本地化、临近化和分散化，区域贸易比远洋贸易更值得

期待；
Ø 中国：中国+1（n）、向价值链上游攀升，长距离货运量增长受

限；
Ø 环保压力：港口、承运人和参与海运供应链的各方都可以重塑低

排放航运的竞争格局。满足替代能源使用和加注的港口将受到青
睐。

Ø 技术变革：自动化会减少离岸生产需求，从而限制贸易流量；数
字化能够提升效率；人工智能应用将颠覆港航企业人力资源结构
。

Ø 频繁的冲突和地缘政治：扩大能力建设，发展灵活和有韧性的海
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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