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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港口  

 
内贸化学品水运行业初探：供需格局向好，龙头份

额提升   
前言：内贸化学品水运主要运输液体形式的基础化工品，大型化工企业是

主要的下游客户，主要运输的货物为对二甲苯、乙二醇、苯乙烯、纯苯。 

 

 需求：上游投资加速，运量增长迅速 

我国化工行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维持较高增速。

2014-2022 年化工行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1%、

6.6%。2024 年 4 月，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3.9%，高出全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 4.2pcts。 

我国化学品沿海水运市场需求（运量）逐步提高。根据油化 52Hz 数据，2023

年内贸液体化学品下海货量 5,007 万吨，同比+25.2%，2014-2023 年复合

增长率为 10.9%。 

 

 供给：政府宏观调控，运力有序增长 

2018 年后，政府按照“总量调控、择优选择”的思路，采取专家综合评审

的方式审批新增运力。交通运输部综合考量国内化工行业新增产能引致的

运输需求、现有船舶运力和船型结构等因素，决定每年的新增运力额度。 

2014-2023年内贸化学品船舶数量和运力保持低速增长。2014-2023年，内

贸化学品船运力复合增长率为 0.6%，远低于同期运量增速（10.9%）。 

内贸化学品水运市场供需整体保持动态紧平衡。2015-2023 年内贸化学品

水运行业需求平均增速、供给平均增速分别为 11.1%、3.9%，平均供需增速

差（供给-需求）为-7.2%，供给增速小于需求增速，行业供需处于紧平衡。 

 

 格局：民企愈发活跃，龙头份额提升 

国内沿海液体危化品船运行业形成了国企控股的大型企业、中小型民营企

业并存的市场竞争格局。民营企业专注领域不同，各家企业在主要运输品

类、区域、航线等方面具有差异化竞争。 

我们以已上市的 2 家内贸化学品水运龙头企业兴通股份与盛航股份披露的

数据测算行业集中度情况。从运力市占率看，CR2 从 2019 年的 11.3%提高

到 2023 年的 26.4%，增加 15.1pcts；从运量市占率看，CR2 从 2019 年的

14.9%提高到 2023年的 23.9%，增加 9.0pcts。 

   
风险提示：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化工行业发展大幅波动；运力调控政

策发生较大变化；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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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需：需求逐步向好，供给较为紧张 

内贸化学品水运主要运输液体形式的基础化工品，大型化工企业是主要的下游

客户。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内贸化学品水运位于产业链中下游，主要服务石油化工产

业，大型石化、化工企业是主要的下游客户。从运输货物占比看，根据油化 52Hz数

据，2021年内贸化学品水运主要运输的货物为对二甲苯（PX）、乙二醇、苯乙烯、纯

苯，占比分别为 21%、11%、10%、10%。 

图表1：内贸化学品水运产业链图示 

 

资料来源：油化 52Hz，国联证券研究所绘制 

 

1.1 需求：上游投资加速，运量增长迅速 

国内化工产业的沿海布局及化工产品各区域间的供需不平衡是内贸化学品水运

需求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2015年发布《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规划

上海漕泾、浙江宁波、广东惠州、福建古雷、大连长兴岛、河北曹妃甸、江苏连云港

等 7大石化产业基地，均为沿海地区。同时，根据兴通股份招股说明书，从液体化学

品生产和消费地域分布来看，华北地区是中国初级化工品的主要生产地区，也是主要

的散装液体化学品流出地；华东地区既是初级化工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又是化工品精

加工和消费的主要地区，是散装液体化学品主要的流入与流出地；华南地区是化工品

精加工和消费的主要地区，是散装液体化学品主要的流入地。因此，内贸化学品水运

形成了以华北-华东、华北-华南、华东内部等航线为主的运输格局。 

我国化工行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主要化学品呈现国产替代趋势。从内贸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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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水运的上游的化工行业发展看：2022 年中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分别为 9.1万亿、7,421亿元，同比分别+9.0%、-9.7%；2014-2022年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1%、6.6%，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从对

二甲苯（PX）、乙二醇、苯乙烯、纯苯等主要内贸化学品水运货物的进口量看：2023

年进口量合计 2039.9万吨，相比于 2018年进口量减少 1,079万吨，同比-34.6%。 

图表2：2014-2022 年中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营业收入（万亿） 

 
图表3：2014-2022 年中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利润总额（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4：2018-2023 年对二甲苯（PX）、乙二醇、苯乙烯、纯苯进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维持较高增速和大型炼化项目陆续投产成为内贸化学品

水运需求持续增长基础。2021 年之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超越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24 年 4 月，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累计同比+13.9%，高出全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9.7%）

4.2pcts。同时，随着规划建设的一批大型炼化企业及其下游配套化工装置的陆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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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以及部分扩能改造项目进行，国内沿海化学品运输需求量预计从 2019年底迎来一

轮快速增长。 

图表5：2019-2024 年 4 月中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6：2019 年以来我国主要已投产、在建的大型炼化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情况 （预计）投产时间 

1 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 
大连长兴岛（西中

岛）石化产业基地 

2000万吨/年炼油、450万吨/年

PX 

2019年 5 月/2020

年 7月 

2 
浙江石化炼化一体化

项目（一期）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

地 

2000万吨/年炼油、520万吨/年

芳烃、140万吨/年乙烯 
2019年 11月 

3 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 
广东茂湛炼化一体化

基地 

1.000 万吨/年炼油、80万吨/年

乙烯 
2020年 6 月 

4 
中化泉州炼化一体化

扩建项目（二期） 
泉州湄洲湾石化基地 

扩建升级 1500万吨/年的炼油能

力，新建 100万吨/年乙烯装置 
2020年 9 月 

5 
浙江石化炼化一体化

项目（二期）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

地 

2000万吨/年炼油、年产芳烃

520万吨、年产乙烯 140万吨 
2020年 11月 

6 
惠州中海油/壳牌南海

联合工厂二期项目 

惠州大亚湾石化产业

基地 

年产 600 多万吨石化产品

SMPO/POD 项目 
2021年 4 月 

7 
盛虹石化炼化一体化

项目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 

1,600 万吨/年炼油、280万吨/

年芳烃、110 万吨/年乙烯 
2021年四季度 

8 
海南炼化 100万吨/年

乙烯炼油改扩建项目 
洋浦经济开发区 

炼油扩建规模为 500万吨/年，

同步建设 100万吨/年乙烯工程 
2022年 5 月 

9 
古雷炼化一体化一期

项目 

漳州古雷石化产业基

地 

1000万吨/年炼油、130万吨/年

PX 
2021年三季度 

10 
镇海炼化炼油升级扩

建项目 
宁波石化产业基地 

1,500 万吨/年炼油扩建、增加

120万吨/年乙烯、80万吨/年乙

二醇、36/80 万吨/年环氧丙烷/

苯乙烯等 11 套工艺生产装置 

2024年 4 季度 

 

资料来源：兴通股份招股说明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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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相比其他运输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近年来水路运输占比逐步上

升。水路运输具有运输量较大，较长运输距离下单位成本较低的优势，同时更适应我

国化工产业沿海布局的特点，因此水路运输在危化品运输中的占比逐步上升。2020年

水路运输在危化品运输中占比 23%，相比 2018年+5pcts。 

综上，基于石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水路运输的特有优势，我国化学品沿海水运

市场需求（运量）逐步提高。根据油化 52Hz数据，2023年内贸液体化学品下海货量

5,007万吨，同比+25.2%，2014-2023 年复合增长率为 10.9%。 

图表7：2018 年 vs2020 年我国危化品运输方式结构 

 
图表8：2014-2023 年沿海省际化学品运输量（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油化 52Hz，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供给：政府宏观调控，运力有序增长 

2018 年后，政府按照“总量调控、择优选择”的思路，采取专家综合评审方式

审批新增运力。交通运输部综合考量国内化工行业新增产能引致的运输需求情况、现

有船舶运力和船型结构等因素，决定每年的新增运力额度，并综合考量参评企业的相

关资质、安全绿色发展情况、诚信经营情况、经营业绩等情况，择优做出新增运力许

可决定。除审批之外，行业新增运力还来源于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企

业（船舶经营人）以“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申更新运力，但新增船舶运力

增加的总吨位不能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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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近年沿海危化品水运国家相关调控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6年 5 月 

《关于暂停审批新增国

内沿海跨省运输油船化

学品船运力的公告》 

2006年 7月 1日－12月 31日，暂停批准新增国内沿海跨省运输油

船、化学品船运力。原有船舶报废后更新运力除外。 

2007年 3 月 

《关于国内沿海跨省运

输油船化学品船运力调

控政策的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恢复国内沿海跨省运输油船、化学品船运力

的审批，但批准新增国内沿海跨省运输成品油船、化学品船运力应

同时满足 5 个条件。 

2010年 5 月 

《关于加强国内沿海化

学品液化气运输市场宏

观调控的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暂停批准新的经营者从事国内沿海省际化学

品船、液化气船运输。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0 年 12月 31 日止，暂停批准新增国内

沿海省际化学品、液化气船舶运力。但经营者将现自有船舶退出国

内运输市场申请运力更新(以船舶艘数为准)的除外。 

2011年 7 月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国内沿海化学品

液化气运输市场宏观调

控的公告》 

严格控制新经营者进入国内沿海省际化学品船、液化气船运输。 

自 2011年 8 月 1日起，根据国内沿海省际化学品船、液化气船舶

运输市场状况，对申请新增运力经营者进行综合评价，符合条件的

准予新增运力。 

2018年 8 月 

《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

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

货物船舶运输市场宏观

调控的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将根据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

相关市场供求状况，采取专家综合评审的方式，有序新增沿海省际

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经营主体和船舶运力。 

运输企业以“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申请将自有船舶退

出市场后新增同类型船舶运力，且新增船舶运力增加的总吨位不超

过 50%的，可免于综合评审。本公告有效期为 5年。 

2018年 12月 

《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

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运

力调控综合评审办法》 

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对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包括

原油船、成品油船（含沥青船）、化学品船、液化石油气船（含化

工气体船）、液化天然气船）新增运力以专家论证审查的方式开展

综合评审，评审结论是新增运力许可决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办法实

施有效期为 5年。 

2021年 12月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

步明确沿海省际散装液

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

场宏观调控政策有关事

项的公告》 

对于企业以“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申请更新运力，免于

综合评审的退出市场的船舶类型需满足 4个条件之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2014-2023 年内贸化学品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保持低速增长。2023 年，我国内

贸化学品船舶数量 292艘，同比+1.7%；内贸化学品船运力规模 149.2 万载重吨，同

比+6.6%。2014-2023年，内贸化学品船运力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仅为 0.6%，远低于同

期运量增速（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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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14-2023 年内贸化学品船舶数量（艘） 

 
图表11：2014-2023 年沿海化学品船运力（载重吨）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行业老旧船舶占比超 50%，未来运力增长或主要来源于通过评审获取运力指标的

方式。2023年内贸化学品船舶平均船龄 10.4年，相比于 2022年降低 0.4年；但 12

年以上的老旧船舶数量达到 148艘，为历史最高水平，占运力总规模比重 50.7%。预

计未来会有更多老旧运力退出，考虑到目前以“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申更

新运力增加的总吨位不能超过 50%，通过评审获取运力指标或成为新增运力主要来源。 

图表12：2014-2023 年内贸化学品船舶平均船龄（年） 

 
图表13：2014-2023 年老旧船舶（12年以上）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内贸化学品水运市场供需整体保持动态紧平衡，运力变化趋势领先于运量变化

趋势。2023年，内贸沿海化学品运输量和沿海化学品船载重吨同比增分别为 25.2%、

6.6%。我们分别以沿海化学品船载重吨增速和内贸沿海化学品运输量增速代表内贸

化学品水运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增速。2015-2023年需求平均增速、供给平均增速分

别为 11.1%、3.9%，平均供需增速差（供给-需求）为-7.2%，供给增速小于需求增速，

行业供需处于紧平衡的状态。我们进一步比较第 n年的化学品船载重吨（运力）增速

和第 n+1 年的内贸沿海化学品运输量增速，发现化学品船载重吨（运力）增速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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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快于运输量的趋势变化，且运量增速均高于运力增速。意味着新增运力释放一年

后都可以被市场需求满足，体现出行业存在供需的动态平衡。 

我们认为出现动态紧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于内贸沿海运力的前瞻性总体

调控。因为调控的重要一点考量因素是未来国内化工行业新增产能引致的运输需求

变化情况。因此政府对内贸化学品水运行业的新增运力实行严格调控政策，有序新增

市场运力，使运力增长整体与水运需求相匹配，保持长期动态平衡状态。 

图表14：2015-2023 年行业供需增速差 

 
图表15：2015-2023 年需求同比增速与供给同比增速

比较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2. 格局：民企愈发活跃，龙头份额提升 

国内沿海液体危化品船运行业形成了国企控股的大型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并

存的市场竞争格局。具体来看，中远海能、招商南油等大型国企控股企业，一般以油

品(原油、 成品油)运输为主、散装液体化学品运输为辅，内外贸兼营且外贸业务比

重较高， 具有运力规模较大、航线布局广泛、承运货物种类较多等综合性竞争优势。

以盛航股份、海昌华、君正船务、兴通股份、同舟船务、上海鼎衡等为代表的中型民

营企业专注领域不同，各家企业在主要运输品类、区域、航线等方面具有差异化竞争。

其中公司、君正船务、兴通股份、同舟船务、上海鼎衡属于化学品航运领域较为活跃

的民营企业，且各自业务重点区域也有所区别。例如，兴通股份和盛航股份专注国内

化学品运输业务，君正船务外贸业务收入为主，鼎衡船务的台海及国际航线运营收入

也占有相当比重。海昌华则以内贸油品运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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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国内化学品航运领域较为活跃的企业情况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成立时间 运输货品 业务布局 

招商南油 国有企业 1993年 
以油品为主，化学品

为辅 

主要从事国际和国内沿海成品油运输，国际成品

油主要营运区域包括东北亚、新加坡和澳洲以及

中东和东非等；国内沿海成品油主要营运区域为

国内沿海港口和长江下游干线段。化学品运输经

营区域为国内沿海、远东和东南亚航线等 

中远海能 国有企业 1996年 
以油品为主，化学品

为辅 

主营业务为从事国际和中国沿海原油及成品油运

输、国际液化天然气(LNG)运输及国际化学品运输 

盛航股份 民营企业 1994年 
以化学品为主，油品

为辅 

主要从事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液体化学品、成

品油水上运输业务 

君正船务 民营企业 1994年 
以化学品为主，油品

为辅 

主要收入来源是外贸业务，主要航线区域包括中

东/澳新航线、美亚航线、台海航线 

海昌华 民营企业 1996年 
以油品为主，化学品

为辅 

主要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广东省内河、

港澳航线成品油、化学品运输业务 

兴通股份 民营企业 1997年 
以化学品为主，油品

为辅 

主要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下游珠江水系各港口间

成品油、化学品运输业务 

同舟船务 民营企业 2001年 
以化学品为主，油品

为辅 

主要从事港澳航线、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

江水系散装液体化学品和成品油水上运输业务 

上海鼎衡 民营企业 2004年 以化学品为主，油品

为辅 

主要从事国内、国际化学品水路运输业务，运营

区域包含内贸、台海或国际航线 
 

资料来源：盛航股份招股说明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政府施行严格的行业管控政策，行业准入壁垒较高，新增运力审批指标向头部

公司
1
倾斜。政府对于内贸液货危险品水上运输业务行业的市场准入、企业规模、运

力增加等各方面施行较为严格的管控政策。运力评审时需要对于企业的安全绿色发

展情况、诚信经营情况、经营业绩进行重点评估，头部企业因为运营经验更加丰富、

整体经营能力更强，在评审时往往获得更高分数，因此新增运力集中于头部企业。从

专家评审结果看，2019-2023年头部 6家公司平均分高于参选企业整体平均分，且分

差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从运力（载重吨）占比看，2019-2023年头部 6家公司获批指

标运力平均占比为 47.8%，接近行业一半水平。 

                                                             

1
 头部公司指前文所提到的招商南油、中远海能、盛航股份、兴通股份、君正船务、海昌华、同舟船务、

上海鼎衡及其分子公司，其中中远海能未参加化学品船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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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19-2023 年内贸化学品船运力专家综合评

审结果 

 
图表18：2019-2023 年内贸化学品船运力调控综合评

审结果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我们预计，由于新增运力审批向头部企业倾斜的趋势不会改变，运力集中度将不

断提升；同时，随着头部企业产能的增加，带动运量不断增长，运量市占率也将不断

提高。因此，内贸化学品水运行业集中度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们以已上市的 2 家内贸化学品水运龙头企业兴通股份与盛航股份披露的数据

测算行业集中度情况。从运力市占率看，CR2 从 2019 年的 11.3%提高到 2023 年的

26.4%，增加 15.1pcts；从运量市占率看，CR2 从 2019 年的 14.9%提高到 2023 年的

23.9%，增加 9.0pcts。 

图表19：2019-2023年内贸化学品水运 CR2运力市占率 

 
图表20：2019-2023年内贸化学品水运 CR2运量市占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3. 风险提示 

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国内经济复苏的疲弱可能导致国内石化、化工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需求恶化，从而对内贸化学品水运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化工行业发展大幅波动。化工为内贸化学品水运企业主要服务客户，若化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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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行大幅波动，将对内贸化学品水运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运力调控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保证行业运力有序增长，若政

策发生较大变动，将对行业供给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影响行业有序发展。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风险。安全生产作为内贸化学品水运企业经营活动的重中之

重，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将对企业经营和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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