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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XSI-C 最新指数显示，6 月 27 日远东→欧洲航线录得

$10309/FEU，日环比上升$6/FEU，日涨幅 0.06%，周环比下降 0.58%；远

东→美西航线录得$7633/FEU，日环比持平，周环比下降 1.17%。

受俄乌冲突以及中国疫情影响，今年 1-4 月全球集装箱运量同比下滑

2.4%，2 月和 4月下降迹象尤其明显。其中，亚洲→欧洲航线下降 2.8%，

亚洲→北美航线逆势上升 1.8%，不过集中在美东航线。上海 6 月开启复

工复产，但是复工进度不及预期，上海港吞吐量预计能在 7 月初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但陆上供应链依然还需要 1-2 月还能完全恢复。由于通胀高企，

欧美央行加快了货币收紧的步伐，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衰退，欧洲经济遭

遇能源危机，消费增速大幅放缓，不过好在欧美重大节日（感恩节、万圣

节、圣诞节、新年）都集中在四季度，三季度是传统运输旺季，可以对冲

消费增速不振带来的货源下行压力。

目前全球共有近 900 艘集装箱船舶正在建造中、总运力约为 700 万

TEU，占当前运力总量的 27.6%，比年初增加 4.2 个百分点。其中，今年

一季度集装箱订单环比增加了 256%，4 月新签集装箱订单量为 21.52 万

TEU，价值 32.23 亿美元。2023-2024 年，全球将分别交付使用 319 艘和

263 艘新船，使得当年运力增长将达到 8%和 6%。其中，全球前十大班轮

公司现有共有421艘新船订单，合计508.8万TEU，占现有总运量的19.8%。

地中海航运现有新船订单量最多，达到 113 艘合计 148.2 万 TEU，相当于

再建一个韩新航运；达飞轮船和中远海运位居第二和第三位，手持订单量

分别为 69 艘 65.5 万 TEU 和 34 艘 58.6 万 TEU。最近两年集运价格大涨，

班轮公司利润呈数十倍增长，刺激了船东造船热情，新船订单量急剧增加，

这批新船将会于 2023-2025 年集中下水。届时，疫情对港口影响日益减小，

港口运营效率逐步恢复正常，船舶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运力供给极有可能

出现过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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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情况

1、市场情况

根据XSI-C 最新指数显示，6月 27日远东→欧洲航线录得$10309/FEU，日环比上升$6/FEU，

日涨幅 0.06%，周环比下降 0.58%；远东→美西航线录得$7633/FEU，日环比持平，周环比下降

1.17%。

图 1-1：远东→北欧/美西航线运价

数据来源：Xeneta、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2、运力规模

截至 6月 30 日，全球共有 6398 艘集装箱船舶，合计 25775266TEU。其中，亚欧、跨太平

洋、跨大西洋三大主干航线的舱位供给分别达到 445805、655008、171525，日环比持平、下

降 0.21%、持平。

图 1-2：全球集运市场运力规模

数据来源：Alphaliner、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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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跨太平洋和亚欧航线集装箱运力规模

数据来源：Alphaliner、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表 1-1 2022 年 6 月 30 日全球 TOP10 班轮公司规模及占比

数据来源：Alphaliner、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3、港口情况

截至 6月 28 日，140 英里以内圣佩德罗湾的待泊船数量为 54 艘，其中洛杉矶和长滩两港

分别为 33 艘和 21 艘。

截至 6 月 29 日，洛杉矶、长滩两大美西港口的平均锚泊时长分别为 32、120 小时，鹿特

丹、汉堡、安特卫普三大北欧港口的锚泊时长分别为 122、123、16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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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情况

1、市场情况

6 月 29 日国际干散货市场持续回落，BDI 录得 2186 点，日环比下降 0.8%。其中，BCI、

BPI、BSI 和 BHSI 分别录得 2200、2510、2359 和 1297 点，分别日环比上升 2.2%、下降 2.2%、

2.4%和 1.2%。

图 2-1：BDI 及分船型指数

数据来源：Baltic Exchange、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重点航线情况：6月 30 日，6-7 万吨船型秦广线煤炭运价为 42 元/吨，较昨日上涨 2.6 元

/吨；4-5 万吨船型秦张线煤炭运价为 35.7 元/吨，较昨日上涨 3.4 元/吨。Capesize 市场：西

澳大利亚丹皮尔至中国青岛铁矿石运价为 11.457 美元/吨，较昨日上升 0.384 美元/吨，巴西

图巴朗至中国青岛铁矿石运价为 29.7 美元/吨，较昨日上涨 0.871 美元/吨；Panamax 市场：

印尼萨马林达至中国广州 7 万吨船型煤炭运价为 12.305 元/吨，较昨日下降 0.035 元/吨；巴

西桑托斯至中国北方港口 6.6 万吨船型粮食运价为 66.21 美元/吨，较昨日下降 0.71 元/吨；

Supramax 市场：菲律宾苏里高至中国日照 5 万吨船型镍矿运价为 21.3 美元/吨，较昨日下降

0.189 美元/吨。

2、FFA 市场

6 月 29 日 Capesize 的当月+1、当季+1、当年+1 合约收盘价分别为$21350/日、$20750/

日、$14800/日，日环比上涨 4.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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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新加坡交易所 FFA:Capesize 当日收盘价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三、成本端情况

6 月 29 日 OPCE 一揽子原油价格录得 117.64 美元/桶，日环比上涨 0.1%。6 月 28 日，新

加坡重油 IFO380、重油 IFO180 和轻油 MDO 分别录得 604、628、731 美元/吨，日环比均上升

0.7%、0.8%、0.7%。

图 3-1：全球燃料油和原油价格趋势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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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海运事件评述

1、受俄乌冲突以及中国疫情影响，今年 1-4 月全球集装箱运量同比下滑 2.4%，2 月和 4 月下

降迹象尤其明显。其中，亚洲→欧洲航线下降 2.8%，亚洲→北美航线逆势上升 1.8%，不过集

中在美东航线。上海 6月开启复工复产，但是复工进度不及预期，上海港吞吐量预计能在 7月

初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陆上供应链依然还需要 1-2 月还能完全恢复。由于通胀高企，欧美央

行加快了货币收紧的步伐，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衰退，欧洲经济遭遇能源危机，消费增速大幅

放缓，不过好在欧美重大节日（感恩节、万圣节、圣诞节、新年）都集中在四季度，三季度是

传统运输旺季，可以对冲消费增速不振带来的货源下行压力。

2、目前全球共有近 900 艘集装箱船舶正在建造中、总运力约为 700 万 TEU，占当前运力总量

的 27.6%，比年初增加 4.2 个百分点。其中，今年一季度集装箱订单环比增加了 256%，4 月新

签集装箱订单量为 21.52 万 TEU，价值 32.23 亿美元。2023-2024 年，全球将分别交付使用 319

艘和 263 艘新船，使得当年运力增长将达到 8%和 6%。其中，全球前十大班轮公司现有共有 421

艘新船订单，合计 508.8 万 TEU，占现有总运量的 19.8%。地中海航运现有新船订单量最多，

达到 113 艘合计 148.2 万 TEU，相当于再建一个韩新航运；达飞轮船和中远海运位居第二和第

三位，手持订单量分别为 69 艘 65.5 万 TEU 和 34 艘 58.6 万 TEU。最近两年集运价格大涨，班

轮公司利润呈数十倍增长，刺激了船东造船热情，新船订单量急剧增加，这批新船将会于

2023-2025 年集中下水。届时，疫情对港口影响日益减小，港口运营效率逐步恢复正常，船舶

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运力供给极有可能出现过剩的局面。

五、全球大宗商品单日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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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新冠疫情最新情况

截至 6月 29 日，全球累计确诊 5.4 亿例，日环比新增 52763 例；现有确诊 3436 万例，日

环比下降 136 万例；累计死亡 633 万例，日环比上升 1204 例；累计治愈 5亿例，日环比增加

159 万例。

图 6-1：全球新冠感染人数及疫苗接种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七、全球宏观经济重点数据日历及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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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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