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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数据看经济:港口货量增速靠内需，快递增长亮点在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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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港口数据偏周期属性，2019 年上半年港口吞吐量增长靠内需，

内需靠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2019 上半年港口货物吞吐量，沿

海主要港口同比+3.1%而内河主要港口+18%，分化明显。特别

地，外贸货物吞吐量仅+2.5%，运输需求靠内需拉动。此外，按

照过往的数据，在内河港口的货物吐吞量中，跟房地产和基

建相关的煤炭、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料和水泥占比比沿

海高，达到了四分之三左右。其中煤炭有一部分是用于发

电，并不全部与房地产和基建直接相关，但即便剔除这一因

素，我们仍推断 2019 年上半年，与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需求

拉动了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继而拉动了全国的货

物吞吐量的增速。其中，广西和湘鄂皖赣中部地区的内河货

物吞吐量增速较快。 
►快递数据偏消费属性，快递需求增长的亮点在中西部地区。

2019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达到 277 亿件，同

比+26%,增速相较 2018 年下降 1个百分点。除沿海的苏浙和

闽粤外，单从快递的量来说，位于地理或者经济的中西部的

湘鄂赣豫皖以及黔桂滇琼地区的增速是位于全国前列的。其

中中部的湘鄂赣豫皖地区增速达 35%，排名第一。上海北京

等地快递业务量出现负增长。此外，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快递量

增速排名靠前，表明该地区消费情况日益活跃。 

►参照上述两组数据，无论是周期还是消费，未来中西部地区将

是增量研究的一个重点。中西部地区未来发展的因素或许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几点：1）沿海地区地价的上涨带来的产业往中西

部转移；2）中西部地区自身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3）中西部

地区劳动力工作习惯的改变，从沿海务工到本地就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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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电力数据，交通运输数据是一种客观中性的数据，对于分析经济的趋势、验

证各种观点有独特的价值。 

我们挑选出 2019 年上半年港口吞吐量的数据和快递的量的数据（我们不考虑价

而只考虑量），发现以下有意思的情况： 

1）2019 年上半年港口外贸吞吐量很低迷，但是内贸支撑了全国总吞吐量的增长。 

2）内河吞吐量的增长或许反映了中部地区基建需求还是强劲的。 

3）快递量的增长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份格外明显。 

通过分析港口及快递两组数据，我们认为无论是周期还是消费，未来中西部地区

将是增量研究的一个重点。中西部地区未来发展的因素或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沿海地区地价的上涨带来的产业往中西部转移； 

2）中西部地区自身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 

3）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工作习惯的改变，从沿海务工到本地就业。 

1.根据地理、交通、资源和人口等特点，我们按照 12 个区

域来分析交运数据 

我们根据地理、交通、资源、人口等各种因素，全国按照 12 个区域来分析交运

数据。由于港澳台数据在可得性上存在难度，暂不纳入分析范围。 

北京和上海我们单独列示。无论从人口增速，还是发电量、用电量、机场货邮吐

吞量等数据的特征来看，北京和上海都是和周边地区有明显区别的。津冀鲁辽四个省

都是环渤海省份，特别是津冀是环北京。苏浙毗邻上海，但是又和上海不同。 

湘鄂赣豫皖五省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省份，近年来迎来沿海产业的转移和劳动力

的回流，经济越发有活力。 

陕蒙宁新四省区是新兴的资源省份。传统的煤炭大省山西，我们视为存量的资源

省份。黑龙江和吉林，由于煤炭资源已经进入衰竭周期，发展工业的成本逐渐增加，

我们一并考虑研究。其次，综合考虑地理和经济，我们还划分了川渝地区、甘青藏地

区和黔桂滇琼地区。 

 

表 1 根据地理、交通、资源和人口等特点，我们按照 12个区域来分析交运数据（由于港澳台数据在可得性上存

在难度，暂不纳入分析范围） 

省份及直辖区 区域特征 

京 首都 

沪 上海 

津、冀、鲁、辽 环渤海地区 

苏、浙 长三角地区 

闽、粤 大珠三角地区 

湘、鄂、赣、豫、皖 中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 

陕、蒙、宁、新 新兴资源优势地区 

晋 存量资源地区 

黑、吉 煤炭资源衰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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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 西部人口聚集区 

甘、青、藏 西部 

黔、桂、滇、琼 西南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2.2019H1 港口货物吞吐量，沿海同比+3.1%而内河+18%，

分化明显，外贸吞吐量仅+2.5%，周期品需求靠内需拉动 

2019 年 H1,全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67.13 亿吨，同比+7.3%，其中外贸货物吞

吐量为 21.14 亿吨，同比仅+2.5%。同期，内河港口与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分化

明显，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22.18 亿吨，同比+18%，而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的增速仅+3.1%。 

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外贸货物在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中占比高达 40%左右，在内河中只占比 10%

左右，这个比例多年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判断是内需拉动了内河货物吞吐量的增长，

继而拉动了全国的货物吞吐量的增速。 

第二、除石油外，按照 WIND 2017 年的数据，仅金属矿石、煤炭、矿建材料和钢

铁四项，在沿海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中占比即达到约 45%。同样，按照 WIND 2016

年的数据，在内河港口的货物吐吞量中，跟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煤炭、金属矿石、钢

铁、矿建材料和水泥占比比沿海更高，达到了约 76%。虽然超过一半的煤炭是用于发

电的，但是即使剔除这部分，基建相关度也很高。 

所以我们推断，2019 年上半年，与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需求拉动了内河主要港

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继而拉动了全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速。 

 

2.1.煤炭、金属矿石、矿建材料等在港口货物吞吐量中占比高，

集中体现周期品的需求 

从货物结构来看，按照 WIND 数据，2017 年沿海主要港口货物中，煤炭、金属矿

石、石油、矿建材料、钢铁以及其他货物吞吐量占比 17.5%/16.8%/9.9%/7.3%/ 

3.7%/44.8%。除石油外，仅金属矿石、煤炭、矿建材料和钢铁四项，在沿海主要港口

的货物吞吐量中占比即达到 45.3%。 

同样，根据 WIND 数据，2016 年内河主要港口矿建材料、煤炭、金属矿石、水泥、

钢铁、石油及天然气、其他货物吞吐量占比分别为 30.9%/20.3%/13.4%/6.9%/ 

4.7%/3.5%/20.3%。按照 2016 年的数据，在内河港口的货物吐吞量中，跟基建直接相

关的煤炭、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料和水泥占比比沿海更高，达到了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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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 年沿海主要港口煤炭、金属矿石、石油、矿

建材料、钢铁以及其他货物吞吐量占比分别为

17.5%/16.8%/9.9%/7.3%/3.7%/44.8%  

图 2 2016 年内河主要港口矿建材料、煤炭、金属矿

石、水泥、钢铁、石油及天然气、其他货物吞吐量占比

分别为 30.9%/20.3%/13.4%/6.9%/4.7%/3.5%/20.3%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2.2019 年 H1 内河港口吞吐量增速显著高于沿海吞吐量 

2019 年 H1，全国主要港口实现货物吞吐量 67.13 亿吨，同比+7.3%，其中外贸货

物吞吐量为 21.14 亿吨，同比+2.5%；全国主要港口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12699 万标准

箱，同比+5.1%。2019 年上半年，内河港口及沿海港口吞吐量增速分化明显，内河主

要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22.18亿吨，同比+18%，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41万标准箱，

同比+11.6%；沿海主要港口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44.95 亿吨，同比+3.1%，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11258 万标准箱，同比+4.4%。 

无论是货物吞吐量增速还是集装箱吞吐量增速，沿海都低于全国总量的增长水平。 

从历史数据上来看，除 2015 年内河港口吞吐量大幅下降外，沿海及内河港口吞

吐量增速在 2007-18 年间基本保持同步，2019 年上半年首次出现内河港口吞吐量增

速明显领先沿海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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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 年 H1 内河、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速

分别为+18.0%/+3.1%  

图 4  2019 年 H1 内河、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

速分别为+11.6%/+4.4%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5 2019 年 H1 各省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图 6 2019 年 H1 各省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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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9 年 H1 各省内河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图 8 2019 年 H1 各省内河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9 2019 年 H1 各地区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图 10 2019 年 H1 各地区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1 2019 年 H1 各地区内河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图 12 2019 年 H1 各地区内河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

速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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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外贸货物增速低迷拖累沿海港口吞吐量，内需推动内河港

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2019 年 H1 沿海、内河主要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占比分别为 42.0%/10.1%，沿海

主要港口外贸货物占比较高，受外贸的影响较大。 

2019 年 H1 全国主要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增速仅为+2.5%，显著低于全国总体货

物吞吐量水平（+7.3%）。 

内河货物吞吐量中外贸货物占比小，主要受内需影响。内河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中，矿建材料、金属矿石及煤炭吞吐量占比较高。我们判断，矿建材料吞吐量主要受

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工建设原料需求影响，2019 年 H1 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房屋施工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4.1%/+8.8%/+10.1%，我们认为

国内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港口矿建材料吞吐量的同比增长。 

金属矿石方面，2019 年 H1 全国粗钢产量为 4.92 亿吨，同比+9.9%，铁矿石产量

为 4.07 亿吨，同比+5.6%。我们认为尽管铁矿石进口量同比有所下降，但需求及国内

铁矿石产量的增长推动内河港口金属矿石吞吐量增长。 

煤炭方面，2019 年 H1 重点港口煤炭吞吐量为 4亿吨，同比+7.9%。 

集装箱方面，受益于部分港口“散改集”以及国内需求推动，2019 年 H1 内贸集

装箱吞吐量增速显著高于外贸，内河集装箱吞吐量增速显著高于沿海港口。2019 年

H1内贸集装箱吞吐量为3524万标准箱，同比+12.6%，内河主要港口吞吐量为1441万

标准箱，同比+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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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9 年 H1 沿海、内河主要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占比分别为 42%/10.1%  

图 14 2019 年 H1 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增速分别为+2.5%/+2.7%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5 2019 年 H1 铁矿石进口量为 5亿吨，同比-5.9%  图 16 2019 年 H1 煤炭进口量为 15449 万吨，同比+5.8%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7 2019 年 H1 原油进口量为 2.4 亿吨，同比+2.4%  图 18 2019 年 H1 成品油进口量 1678 万吨，同比+1.7%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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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19 年 H1 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房地产施工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分别为

+4.1%/+8.8%/+10.1%  

图 20 2019 年 H1 铁矿石、粗钢产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5.6%/+9.9%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21 2019 年 H1 重点港口煤炭运量 4亿吨，同比+7.9%  

图 22 2019 年 H1 内贸、内河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

速分别为+12.6%/+11.6%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3.从快递量看消费，中西部地区是增长亮点 

2019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达到 277 亿件，同比+26%,增速相较

2018 年下降 1个百分点。其中享有人口红利的湘鄂赣豫皖地区增速达 35%，排名第一，

上海北京等地快递业务量出现负增长。 

我们认为人均快递量显示了一个地区消费的活跃程度，而人均快递量的变动趋势

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地区消费活跃趋势。结合 2017、2018 年数据看，我们判断

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情况日趋活跃。 

3.1.总体依然保持高增速，中西部地区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019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达到277亿件，同比+26%,相比 2018年

全年增速下降了 1个百分点，但仍然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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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快递业务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为安

徽（+41%）、河南（+40%）、云南（+37%）、吉林（+35%）、江苏（+34%），而北京、上

海等地区出现负增长，分别为-2%、-4%。 

过去几年北京、上海地区的快递业务量增速持续下滑。2015 至 2019H1 北京规模

以上快递业务量增速分别为+27%、+39%、+16%、-3%、-2%;2015至2019H1上海规模以

上快递业务量增速分别为+33%、+52%、20%、12%、-4%。 

除沿海的苏浙和闽粤外，单从快递的量来说，位于地理或者经济的中西部的湘鄂

赣豫皖以及黔桂滇琼地区的增速是位于全国前列的。 

 

图 23 2019 年 H1 湘鄂赣豫皖地区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增速 35%,排名第一 

 

3.2.中西部地区人均快递量增速排名靠前，揭示该地区消费日

益活跃潜力大 

我们以地区的快递业务量除以该地区的常住人口数计算人均快递量，我们认为人

均快递量显示了一个地区的消费活跃程度，而人均快递量的增速变化则反应了该地区

的消费活跃程度的变化趋势。 

我们按区域进行划分，并以 2018 年数据为例，人均快递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上

海、苏浙、北京，分别为 132 单、107 单、103 单，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快递量普遍

靠后，但是空间巨大。但是从人均快递量的增速情况看，黔桂滇琼、冀津鲁辽、湘鄂

赣豫皖地区排名前三，分别为+44%、+40%、+35%。 

同时，人均快递增速的排名情况与快递业务量增速的排名情况基本一致，考虑人

口数据相对稳定，所以我们预计 2019H1 人均快递增速排名第一的为湘鄂赣豫皖地区。 

从人均快递业务单量的增速情况看，我们推测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将越发活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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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8 年沪、苏浙、京人均快递单量排前三，和其

它地区的差异巨大  

图 25 2018 年黔桂滇琼、冀津鲁辽、湘鄂赣豫皖地区人

均快递量增速排名前三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4.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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