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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海运（Ocean Freight），广义定义为一切于海有关的经营活动。但发展到目前，我们所在

所提起海运，一般意义为海上的交通运输，如散杂货运输、集装箱运输等港到港的海上运输

。  

       但是随时航运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近期爱船网以及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大鳄的发展，后期

的海运的定义可能会贯穿海陆，有望发展为门到门的海洋和陆地运输一体化的运输产业。

       2015年初，煤炭运输市场难以消化的运力导致运价震荡下降，自4月下旬起，内贸煤炭补

库需求拉动铁矿石运价触底反弹，10月受北方港口恶劣天气影响，沿海运力短暂紧缺，市场

运价小幅回升，自低谷的16元/吨回升至20元/吨左右。

       2015年上半年，由于市场多空因素交织，运价波动明显，涨跌互现，自下半年9月份开始

，市场运价波动性减小。航运监测分析平台数据显示，下半年主要成品油航线青岛-连云港、

宁波-烟台、宁波-温州的运价分别稳定在28元/吨、60元/吨和44元/吨左右。

       有统计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被拆解的船舶就已经超过2014年全年。这当中，中国的拆船

量占到了很大一部分。数据显示，去年中国船东的拆解量达到创纪录的670万总吨，占全球总

量的30%。

       按照1500元/总吨的补贴标准，船东可以在拆船完成和新船订造两个时间点各得到一半的

补贴。以中远中海为首，航运板块的上市公司纷纷投身其中。统计表明，去年中远中海旗下

中国远洋、中远航运、中海发展和中海集运四家上市公司共收到了21.52亿元补贴，而今年截

至7月收到的补贴更是超过71亿元，相比去年已经增加了两倍以上。以中国远洋为例，其去年

拆解了56艘集装箱船和干散货船，合计313.88万载重吨。

       根据航运监测分析平台统计，2015年，沿海营运船舶数量基本不变，船舶吨位同比增

长3.3%，运力规模增速放缓。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海运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海运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海运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海运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海运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海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海运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海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运

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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