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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行业展望，2025 年 1 月 
2024 年以来，欧美补库存和关税扰动下的“抢出口”使得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大幅增长且增速高于上年同期，同期内贸运输需求和
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均稳中有升，但增速同比回落使得全国港口货
物吞吐量增速有所放缓。吞吐量增长带动港口企业盈利获现能力
稳中有升，投资支出增速放缓，财务杠杆仅小幅上升，偿债能力
仍增强且维持在较好水平。未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
突使外贸需求尚具不确定性，但内贸和进口需求将对港口吞吐量
形成一定支撑，预计我国港口生产将实现低速增长且增速将进一
步放缓，港口行业信用水平仍将表现稳健。 

中国港口行业的展望维持稳定。该展望反映了中诚信国际对该行

业未来 12~18 个月基本信用状况的预测。 

要点

 2024年以来，欧美补库存和关税扰动下的“抢出口”使得集装箱吞吐

量同比大幅增长且增速高于上年同期，同期内贸运输需求和大宗商品

进口需求均稳中有升，但增速同比回落使得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有所放缓。

 短期来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未来外贸需求尚具不

确定性但预计对国内经济影响有限，且国内存量和增量政策接续发力，

经济稳步复苏带动内贸运输和进口需求增长将对港口吞吐量形成一定

支撑，预计我国港口未来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仍将实现低速增

长但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2024年以来我国水运建设投资保持较高增长但增速同比有所回落，预

计短期内港口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和航道建设仍将支撑水运建设投

资持续增长；同时，港口企业资源整合的高峰时期已过，预计短期内

港口行业股权类投资需求将有所放缓。

 2024年以来，港口企业盈利获现能力稳中有升，投资支出增速放缓使

得财务杠杆小幅上升，但偿债能力仍增强且维持在较好水平。未来全

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外贸需求尚具不确定性，但内贸和

进口需求将对港口吞吐量形成一定支撑，港口行业信用水平仍将表现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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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思路 

本报告回顾了 2024 年以来港口行业运营基本状况，并通过港口行业的需求端及投资端等方面分析行业

整体基本面情况。此外，报告选取 14 家代表性企业作为样本，对行业内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水平进行分析，

并对未来 12~18 个月行业信用状况作出判断。 

二、行业基本面 

2024 年以来，欧美补库存和关税扰动下的“抢出口”使得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大幅增长且增速高于

上年同期，同期内贸运输需求和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均稳中有升，但增速同比回落使得全国港口货物

吞吐量增速有所放缓。 

2023年，受益于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及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强劲，当期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均实

现较好增速。2024年1~11月，国外需求疲软但欧美补库存和关税扰动下的“抢出口”带动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大幅增长7.3%至3.05亿TEU，增速高于上年同期；其中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7.6%至2.68亿TEU，

且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占比上升至50%左右。同期内贸运输需求和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在国内经济仍具韧性背景下均

稳中有升，但增速同比回落使得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放缓至3.42%，当期实现总货物吞吐量160.41亿吨；其中

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7.28%至49.56亿吨。 

图 1：近年来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全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及其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2：近年来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其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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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港口来看，2023年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均实现同比增长且增速大多呈现回升态势。2024年以来，主要港口

货物吞吐量仍稳中有升，但增速整体回落。从2024年1~11月的数据来看，受益于宁波舟山港加速完善码头基础设

施及航道扩建工程，超大型船舶的通航效率得到提升，带动其总货物吞吐量在高基数情况下仍实现同比增长；山

东省港口群进一步发挥其协同作用，同时提升港口智能化水平和运营效率以吸引更多货源，当期青岛港、烟台港

及日照港总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升；苏州港稳步推进港区资源整合，将优势货种进行分港区集并，加强规模优势，

同期总货物吞吐量同比仅小幅增长。 

表 1：中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和同比增速（亿吨、%） 

港口 
2021 2022 2023 2024.1~11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宁波-舟山港 12.2 4.4 12.6 3.0 13.2 4.9 12.7 3.3 

唐山港 7.2 2.8 7.7 6.4 8.4 9.5 7.9 3.2 

上海港 7.7 8.2 7.3 -5.4 8.4 14.9 7.9 3.5 

青岛港 6.3 4.3 6.6 4.3 6.8 4.0 6.6 4.3 

广州港 6.2 1.8 6.6 0.7 6.4 -2.0 6.0 -2.7 

苏州港（内河） 5.7 2.1 5.7 1.2 5.9 2.9 5.5 1.0 

日照港 5.4 9.1 5.7 5.4 5.9 3.9 5.8 5.0 

天津港 5.3 5.3 5.5 3.7 5.6 1.8 5.4 3.7 

烟台港 4.2 6.0 4.6 9.3 4.8 4.8 4.7 3.6 

北部湾港 3.6 21.2 3.7 3.7 4.4 18.5 4.1 2.6 

注：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包含“沿海-上海”及“内河-上海”数据，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包含“沿海-广州”及“内河-广州/广州内河”数据，苏州港货物吞吐量不包

含“内河-苏州内河”吞吐量数据。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中诚信国际整理 

集装箱方面，2023年内贸需求拉动集装箱吞吐量实现较好增速，但外贸需求承压及外贸结构改变使得外贸经

济发达的珠三角港口及长三角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普遍不及环渤海港口；该形势在2024年欧美补库存及“抢出

口”带动下有所逆转，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及深圳港等外贸集装箱干线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实现较高增速，且主要

港口集装箱同比增速大多有所上升。从2024年1~11月数据来看，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主要系其水

水中转同比增长12.5%至2,898.4万TEU，且内贸吞吐量亦有所增长所致；宁波舟山港进一步增加国际航线，并通

过优化服务流程提高装卸效率，使其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超过10%；深圳港新增跨境电商海运快线且经济腹地

新能源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订单增加，共同带动外贸集装箱同比增长，同时通过加强内陆港

建设布局和新增内贸航线拉动全港内贸集装箱增长，使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显著回升。此外，北部湾港与RCEP

国家往来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超30%，并加快海铁联运一体化建设，使其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亦保持在10%

以上。 

表 2：中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同比增速（万 TEU、%） 

港口 
2021 2022 2023 2024.1~11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吞吐量 同比增速 吞吐量 同比增速 

上海港 4,703 8.1 4,730 0.6 4,916 3.9 4,739 6.7 

宁波-舟山港 3,108 8.2 3,335 7.3 3,530 5.8 3,614 10.2 

深圳港 2,877 8.4 3,004 4.4 2,988 -0.5 3,041 13.1 

青岛港 2,371 7.8 2,567 8.3 2,877 12.1 2,838 7.6 

广州港 2,418 4.4 2,486 2.8 2,511 2.0 2,39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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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 2,027 10.4 2,102 3.7 2,219 5.5 2,210 4.8 

厦门港 1,205 5.6 1,243 3.2 1,255 1.0 1,104 -3.6 

苏州港（内河） 811 29.0 908 11.9 933 2.8 893 3.9 

北部湾港 601 19.0 702 16.8 802 14.3 822 13.8 

日照港 517 6.4 580 12.2 626 7.9 614 8.5 

注：1、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包含“沿海-广州”及“内河-广州”数据，苏州港集装箱吞吐量不包含“内河-苏州内河”吞吐量数据；2、2024 年起厦门港吞吐量

统计口径不再包括港内驳运，使其吞吐量数据呈同比下降。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中诚信国际整理 

短期来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未来外贸需求尚具不确定性但预计对国内经济影响

有限，且国内存量和增量政策接续发力，经济稳步复苏带动内贸运输和进口需求增长将对港口吞吐

量形成一定支撑，预计我国港口未来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仍将实现低速增长但增速将进一步

放缓。 

从全球经济及贸易发展情况来看，2024 年全球经济平稳恢复，全年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3%，较 2023 年上

升 0.8 个百分点，但恢复的推动力仍不足，PMI 均值水平在荣枯线以下。IMF 在 2024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中，将全球经济增速的基线预测值将从 2023 年的 3.3%降至 2024 年的 3.2%和 2025 年的 3.2%，远低

于 3.8%的历史（2000~2019 年）平均水平。全球贸易方面，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导致一定程度的贸易碎片化，

发达国家需求低迷以及东亚和拉丁美洲地区贸易疲软导致 2023 年以来全球贸易规模萎缩。WTO 在 2024 年 10

月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中预测，2025 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预计实现 3%增长，增速高于 2024 年

的预测增速 2.7%，延续复苏态势；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继续给预测带来

巨大的下行风险。 

从国内经济及贸易发展情况来看，2024 年以来，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改善、国家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和

存量政策持续发力提振市场信心的影响下，我国制造业 PMI 呈现平稳扩张趋势，经济稳步复苏。对外贸易方面，

2024 年 1~11 月，我国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4.9%，外贸持续回稳向好且贸易多元化格局

进一步改善。同期，欧美补库存和关税扰动下的“抢出口”带动我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2.5%

和 1.8%；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新兴市场的补库需求以及中国企业出海等则带动我国对东盟、拉丁美洲

的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8.4%和 11.9%。总体来看，短期内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未来外贸需求尚

具不确定性，但由于关税政策的实际落地、全球经济回暖和贸易转移等因素将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摩擦的冲击，

预期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有限；同时国内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接续发力，经济稳步复苏带动内贸运输和进口需求增

长将对港口吞吐量形成一定支撑，预计我国港口未来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仍将实现低速增长但增速将进一

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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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3 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 PMI 指数 图 4：2023 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大宗散货方面，煤炭及制品、金属矿石、石油天然气及制品为大宗散货的主力货种，2023 年沿海港口货物

吞吐量中，上述三大类货种吞吐量占比为 43.3%。煤炭及制品方面，2023 年我国商品煤消费量同比增长 7.53%至

46.50 亿吨，原煤生产量受国内增产保供影响同比增长 3.29%，国际煤炭价格下降使我国煤炭进口量同比大幅增

长 61.81%，综合导致同期沿海主要港口煤炭及制品吞吐量同比增长 5.84%至 19.32 亿吨。2024 年以来，钢材和

建材行业用煤需求下降和其他能源对火电需求形成明显挤出效应导致煤炭消费量增速整体放缓，但澳煤和蒙古煤

进口保持大幅增长带动进口煤炭同比增长 14.8%至 4.9 亿吨，使我国主要沿海内河港口企业 11~11 月累计完成外

贸煤炭吞吐量同比增长 16.2%至 1.91 亿吨；同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仍同比增长 1.2%至 43.20 亿吨，产

量保持高位；但由于铁路运输竞争优势对港口运输形成分流影响，使得我国主要沿海内河港口企业累计完成煤炭

吞吐量同比下降 0.5%至 12.10 亿吨。短期来看，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保供政策仍是煤炭生产的主旋律，化工、

建材行业对煤炭的需求预计有所增长，但铁路分流影响仍将持续存在，预计 2025 年我国港口煤炭吞吐量增长承

压。 

 

                                                        
1 文中“我国主要沿海内河港口企业”口径数据均来自中国港口协会。 

图 5：2023 年以来我国对主要国家及地区的进出口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 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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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近年来我国煤炭消费量、沿海港口煤炭及制品吞吐量及其增速情况 图 7：近年来我国原煤产量和煤炭进口量及其相关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CCTD、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CCTD、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金属矿石方面，我国铁矿石进口占比较高且以海运为主，且受钢铁企业布局影响，国内铁矿石接卸港集中于

以大连港、唐山港及青岛港为主的环渤海港口，其次为以宁波舟山港为主的长三角港口，到达深水接卸港后通过

内河航运方式运往钢铁企业，部分内陆钢铁企业则采用铁路运输方式。2023 年，海外钢厂需求偏弱，国内市场

制造业和地产用钢需求弱复苏，整体下游钢材需求承压；但稳增长政策下，基建持续发力支撑用钢需求，带动我

国沿海港口金属矿石吞吐量同比仍保持增长。2024 年 1~11 月，房地产等终端市场持续低迷使国内钢厂需求疲软，

但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主要生产国供应增长仍推动铁矿石进口量实现同比增长。同期我国主要沿海内河港口企业累

计完成铁矿石吞吐量 15.83 亿吨，同比增长 4.1%，其中累计完成外贸铁矿石吞吐量 10.72 亿吨，同比增长 4.1%。

短期来看，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铁矿石价格下降或将带动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小幅增长，同时国内系列政策将助

力房地产市场稳步复苏从而带动钢铁需求回暖，预期 2025 年仍能对我国港口金属矿石吞吐量形成支撑。 

图 8：近年来沿海港口金属矿石吞吐量及其增速情况 图 9：近年来我国粗钢产量、铁矿石产量、铁矿石进口量及其相关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方面，我国原油需求高度依赖进口，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亦较高，相关产品进口量与其港

口货物吞吐量呈正相关关系。2023 年，我国经济逐步复苏，交通运输及化工等领域的能源需求稳健，原油加工

量和进口量保持较快增长，带动我国沿海港口石油、天然气及制品吞吐量同比增长 10.49%。2024 年 1~11 月，我

国加速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发电量的迅猛增长，使传统化石能源的主

导地位有所弱化，导致我国原油加工量和原油进口量同比小幅下降。同期我国主要沿海内河港口企业累计完成原

油吞吐量 4.21 亿吨，同比下降 1.3%，其中累计完成外贸原油吞吐量 3.42 亿吨，同比下降 0.5%。短期来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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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储备需求和国内经济复苏将支撑我国原油进口量维持较大的规模，但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将使进口量规模进一步

小幅缩减，预期 2025 年我国沿海港口石油、天然气及制品吞吐量将同比小幅下降。 

图 10：近年来沿海港口石油、天然气及制品吞吐量及其增速情况 图 11：近年来我国原油加工量、产量、进口量及相关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2024 年以来我国水运建设投资保持较高增长但增速同比有所回落，预计短期内港口绿色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和航道建设仍将支撑水运建设投资持续增长；同时，港口企业资源整合的高峰时期已过，

预计短期内港口行业股权类投资需求将有所放缓。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23 年，一系列水运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带动港口建设投资规模同比大幅增长 20.1%，行

业整体维持内河建设投资增速高于沿海建设投资的趋势。2024 年 1~11 月，港口建设需求放缓但航道建设需求仍

存使我国水运建设投资规模同比进一步增长但增速有所下降。同时，2024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支持引导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通知》、《关于新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见》等

政策支持水运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政策的支持下，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港口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并加

快内河航道建设，预计 2025 年我国水运建设投资规模将维持增长趋势。资本运作方面，港口企业资源整合的高

峰时期已过，2024 年以来股权类投资需求大幅下降，未来大型港口集团内部融合、广东省港口整合、区域内和

区域间港口战略合作、港航企业资本合作和海外投资等将成为主要的股权投资方向，预计 2025 年我国港口行业

整体股权类投资规模将有所下降。 

图 12：2015 年以来我国水运、沿海港口及内河建设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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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财务表现 

2024 年以来，港口企业盈利获现能力稳中有升，投资支出增速放缓使得财务杠杆小幅上升，但偿

债能力仍增强且维持在较好水平。未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外贸需求尚具不确定

性，但内贸和进口需求将对港口吞吐量形成一定支撑，港口行业信用水平仍将表现稳健。 

中诚信国际采用了国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14家主要沿海内河省份港口企业进行样本财务分析（样本企业见

附录）。盈利能力方面，2023年，受毛利率较高的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占比下降及毛利率较低的大宗散货占比上

升等因素综合影响，当期剔除辽港集团2后的13家样本企业平均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仅增长1.75%，同期（净

利润-投资收益）3增速较高，但亦由2022年的35.83%大幅放缓至14.00%。2024年前三季度，吞吐量增长带动

13家样本企业平均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25%；同期（净利润-投资收益）则同比增长11.51%，增速幅度

高于营业收入，主要系核心港口业务经营业绩稳中向好，且存有一定规模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资产处置收

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图 13：近年来样本企业主要经营指标 

 

注：此图样本剔除辽港集团。 

资料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现金流方面，2023年样本企业平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比下降10.98%，主要系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受往来款、

集团体系内资金归集及拨付影响较大，剔除该因素影响后，同期平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51%，与净利润走势基本一致。2024年前三季度，样

本企业平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比小幅增长3.21%，经营获现能力有所提升。投资活动方面，港口企业的投

资建设以港口码头建设、堆场及仓库设施建设为主，2024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平均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规

模大幅下降26.11%；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普遍放缓，随着行业竞争格局逐步稳定，行业股权投资规模较以往年

度亦有所下降，目前样本企业中仅山东省港口集团后续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较大股权投资资金需求。此

外，2024年前三季度样本港口企业平均筹资活动现金流呈净流出状态，主要系盈利获现能力的增强和投资支

出规模的下降使样本企业的筹资需求下降，且有一定富裕资金可偿还债务所致。 

 

                                                        
2 由于 2022 年辽港集团计提约 40 亿元的大额减值准备对净利润造成较大影响，故在盈利能力部分剔除辽港集团进行分析。 
3 由于港口企业通常会参股码头资产，且亦会通过参股航运企业进行业务联动，因此港口企业投资收益占净利润的比重普遍较高，2021~2023 年及 2024 年前三季度，

样本企业（剔除辽港集团）平均投资收益/平均净利润的比重为 68.98%、64.21%、57.21%和 49.96%，故选择（净利润-投资收益）进行分析更能反映港口主业经营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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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近年来样本企业净现金流均值情况 

 

资料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财务杠杆方面，2023年末样本企业总资本化比率中位值同比上升1.08个百分点至46.91%，截至2024年9

月末进一步小幅上升至48.19%，但大多数港口企业财务杠杆仍处于较低水平。总资本化比率超过60%的有辽

港集团、连云港港口集团、福建省港口集团、天津港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珠海港控股集团，其中辽港集

团及连云港港口集团杠杆水平较高主要系其港口主业盈利能力一般且均有体量不小的非经营性资产所致；福

建省港口集团、天津港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珠海港控股集团财务杠杆水平较高，主要系港口主业仍存在

投资支出，且港口主业外的业务板块众多但盈利能力不强等因素综合所致。债务结构方面，由于近年来资金

面较为宽松，截至2024年9月末，样本企业短期债务/总债务中位值小幅上升至36.80%；杠杆水平较高的港口

企业中，连云港港口集团、天津港集团及珠海港控股集团短期债务占比均超过40.00%，债务期限结构尚需优

化。偿债能力方面，2024年1~9月，样本企业经年化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债务中位值为0.07，较2023年的

0.05有所上升，偿债能力增强且维持在较好水平。 

图 15：港口行业样本企业总债务及债务期限结构情况 图 16：港口行业样本企业财务杠杆及偿债指标情况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整体来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未来外贸需求尚具不确定性，对港口行业需求形成一定

制约，但国内系列存量和增量政策将进一步扩大内需，内贸和进口需求将对港口吞吐量形成一定支撑，预计

2025 年港口企业盈利获现能力仍将小幅增长；同时，港口行业整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将维持上升趋势，

但考虑到规模较大的运河及航道建设投资通常由财政资金覆盖，港口企业负责的码头投资建设力度整体有所

放缓，预计港口企业的财务杠杆将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且仍将维持在较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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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2024年以来，欧美补库存和关税扰动下的“抢出口”使得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大幅增长且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同期内贸运输需求和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均稳中有升，但增速同比回落使得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有所放缓。展

望未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冲突使未来外贸需求尚具不确定性但预计对国内经济影响有限，且国

内存量和增量政策接续发力，经济稳步复苏带动内贸运输和进口需求增长将对港口吞吐量形成一定支撑，预

计我国港口未来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仍将实现低速增长且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从投资端来看，2024年

以来我国水运建设投资保持较高增长但增速同比有所回落，预计短期内港口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和航道建设仍

将支撑水运建设投资持续增长；同时，港口企业资源整合的高峰时期已过，预计短期内港口行业股权类投资需求

将有所放缓。2024年以来，港口企业盈利获现能力稳中有升，投资支出增速放缓，财务杠杆仅小幅上升，偿债能

力仍增强且维持在较好水平。整体来看，我国港口行业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未变，预计港口企业未来盈利获现及偿

债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财务杠杆或将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中诚信国际认为未来12~18个月，中国港口行业信用质

量总体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行业展望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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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样本企业 
企业名称 企业简称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辽港集团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港口集团 

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港口集团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港口集团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舟山港集团 

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港口集团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港口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 

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港集团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港集团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部湾港务集团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港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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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样本企业财务数据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投资收益（亿元） 

2021 2022 2023 2024.Q3 2021 2022 2023 2024.Q3 2021 2022 2023 2024.Q3 
辽港集团 181.83 166.19 158.54 100.19 -15.43 -59.42 -5.74 1.44 7.16 7.99 4.70 10.74 

山东省港口集团 659.77 1,373.86 1,540.59 1,248.95 20.89 65.14 78.50 67.06 12.27 19.75 21.21 16.85 

江苏省港口集团 182.16 219.84 244.98 216.66 8.62 10.10 12.46 10.51 4.98 3.45 3.81 4.21 

连云港港口集团 146.63 158.14 165.33 129.93 2.90 3.03 3.45 2.26 8.20 6.91 1.26 0.67 

宁波舟山港集团 318.88 359.53 373.07 304.51 41.76 41.82 44.69 41.28 7.05 10.32 16.78 17.28 

福建省港口集团 650.48 670.49 657.03 491.40 10.05 11.42 10.05 9.90 7.33 5.73 11.22 10.43 

招商港口 152.84 162.30 157.50 121.66 76.55 82.32 74.96 73.08 66.37 73.78 63.49 50.13 

广州港集团 135.42 144.31 153.00 111.60 20.65 14.07 13.23 9.08 6.47 2.36 2.23 1.26 

深圳港集团 35.61 52.35 57.79 52.83 17.46 15.30 12.28 10.18 19.85 11.05 13.33 10.42 

上港集团 342.89 372.80 375.52 290.26 154.81 179.10 140.08 127.19 100.93 120.41 71.41 57.98 

天津港集团 200.39 182.79 192.80 157.41 3.68 2.64 8.65 12.01 9.37 10.47 11.23 5.97 

河北港口集团 225.43 313.90 261.44 186.69 11.30 25.65 28.97 23.99 14.16 20.29 22.08 14.53 

北部湾港务集团 1,004.58 1,080.85 1,026.98 830.13 8.35 -2.10 0.41 0.14 4.31 3.36 5.83 1.19 

珠海港控股集团 322.47 256.57 235.04 146.87 6.34 2.93 2.72 -1.22 3.14 2.01 2.42 1.68 

 

企业名称 
总资产（亿元） 总债务（亿元） 总资本化比率（%） 

2021 2022 2023 2024.9 2021 2022 2023 2024.9 2021 2022 2023 2024.9 
辽港集团 1,631.90 1,582.78 1,551.42 1,540.80 923.65 951.90 931.10 929.53 60.77 64.18 64.23 64.00 

山东省港口集团 1,693.55 2,520.40 2,725.57 2,851.31 887.70 980.11 1,024.15 1,143.28 46.84 48.29 47.68 50.51 

江苏省港口集团 503.74 534.22 583.02 619.45 154.16 164.36 177.24 179.18 36.87 37.18 35.96 34.08 

连云港港口集团 649.56 699.34 748.06 778.96 446.56 487.74 537.43 565.94 72.62 73.53 76.00 76.55 

宁波舟山港集团 1,137.88 1,250.58 1,309.83 1,400.44 349.35 276.40 319.04 338.19 36.31 25.99 27.66 27.86 

福建省港口集团 905.70 1,005.47 1,080.75 1,106.35 514.29 611.24 677.23 679.87 65.93 71.17 73.78 71.18 

招商港口 1,759.84 1,975.26 1,985.57 1,999.61 548.64 598.63 595.86 615.89 34.24 32.79 32.43 33.38 

广州港集团 508.89 582.42 619.63 615.98 150.02 205.58 242.56 244.33 37.41 43.09 46.14 45.87 

深圳港集团 499.98 555.12 581.24 603.39 148.25 176.53 177.10 194.10 33.92 35.80 34.07 35.63 

上港集团 1,707.87 1,818.02 2,035.76 2,101.73 450.45 409.76 480.18 496.09 29.47 25.27 26.07 25.51 

天津港集团 1,435.11 1,566.47 1,615.98 1,654.05 817.04 890.77 910.67 927.66 64.13 64.12 62.26 62.03 

河北港口集团 758.35 1,453.60 1,390.28 1,481.35 230.04 551.63 499.66 520.33 36.25 43.38 41.21 40.29 

北部湾港务集团 1,458.83 1,498.49 1,554.61 1,631.18 941.41 963.67 1,037.48 1,124.71 74.48 68.50 70.29 77.37 

珠海港控股集团 645.55 683.82 702.51 777.46 378.02 398.69 403.16 434.66 65.97 74.90 76.56 67.84 

注：总债务=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租赁负债+
其他调整项。考虑到公开信息获取难度，2024年三季度末总债务存在不精确情况。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通过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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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样本企业财务数据（续）  

企业名称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亿元）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债务（X）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亿元） 
2021 2022 2023 2024.Q3 2021 2022 2023 2024.Q3 2021 2022 2023 2024.Q3 

辽港集团 58.48 34.71 42.32 21.46 0.06 0.04 0.05 0.03 40.07 21.24 27.28 14.02 

山东省港口集团 39.16 83.60 95.67 41.22 0.04 0.09 0.09 0.05 57.60 109.46 124.15 83.30 

江苏省港口集团 15.23 26.47 18.99 13.65 0.10 0.16 0.11 0.10 24.86 32.32 21.49 9.60 

连云港港口集团 3.10 2.81 3.34 2.58 0.01 0.01 0.01 0.01 14.49 12.47 19.35 7.72 

宁波舟山港集团 76.26 82.99 58.39 72.34 0.22 0.30 0.18 0.29 51.53 64.65 89.69 30.65 

福建省港口集团 45.10 45.50 26.88 13.73 0.09 0.07 0.04 0.03 29.16 32.20 45.15 21.27 

招商港口 65.10 69.20 65.80 54.00 0.12 0.12 0.11 0.12 22.36 21.34 19.29 12.67 

广州港集团 17.24 7.81 11.94 27.46 0.11 0.04 0.05 0.15 52.34 44.20 48.75 24.80 

深圳港集团 8.40 14.78 6.58 4.29 0.06 0.08 0.04 0.03 41.35 24.60 16.79 14.73 

上港集团 135.15 137.93 134.15 74.60 0.30 0.34 0.28 0.20 43.26 57.46 80.02 34.65 

天津港集团 23.58 31.68 34.15 23.64 0.03 0.04 0.04 0.03 35.47 50.27 43.26 14.98 

河北港口集团 25.67 63.11 69.84 57.64 0.11 0.11 0.14 0.15 14.91 30.99 27.13 21.53 

北部湾港务集团 68.60 64.08 22.52 40.47 0.07 0.07 0.02 0.05 66.84 81.49 73.98 25.00 

珠海港控股集团 4.59 9.89 9.99 37.10 0.01 0.02 0.02 0.11 19.67 24.76 17.74 8.79 

注：2024年1~9月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债务经过年化处理。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通过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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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中诚信国际行业展望结论定义 

行业展望 定义 

正面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将有明显提升、行业信用分布存在正面调整的可能性 

稳定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负面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将恶化、行业信用分布存在负面调整的可能性 

正面减缓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正面”状态有所减缓，但仍高于“稳定”状态的水平 

稳定提升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稳定”状态有所提升，但尚未达到“正面”状态的水平 

稳定弱化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稳定”状态有所弱化，但仍高于“负面”状态的水平 

负面改善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负面”状态有所改善，但尚未达到“稳定”状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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