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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活久又见’！我们想抢一个
舱位，就跟抢演唱会门票一样难。运气
好的时候，货代会紧急通知我们有‘现
舱’，我们就马上和‘特种兵’一样火速
发货，甚至‘突击’加班到晚上11点。”
在宁波从事出口业务的陈风（化名）道
出近期行情。

在陈风眼中，5月以来的海运价
格，似乎正重现2021年的“疯狂”——
以她熟悉的南美市场为例，5月中下
旬，宁波到南美的运价，比2个月前贵
了4000美元/高柜，已是当时的3倍。

“不光是运价上涨、舱位难求，连集
装箱也是‘价高者得’，有时连续刷5天
都抢不到。”陈风无奈地告诉记者，“我
们现在是‘有货出不去’，仓库已囤满
2000多立方米的日用杂货，只能到处
打听多式联运的办法，先把货发到目的
地周边港口，再找拖车走陆运。”

和陈风一样遭遇“爆仓”困扰的，还
有宁波瑞曼克斯门窗配件有限公司总
经理丁言东。最近，他收到不少中东地
区的订单，但由于“一舱难订”，他已有
4个集装箱的货物推迟发货，最晚的推
迟了1个月。

“宁波到沙特的海运费，已从之前
的3500美元/高柜，涨到5500-6500
美元/高柜。”丁言东表示，“我们厂区门
口堆满了货物，我还买了集装箱，用来
囤放一些怕湿、怕晒的货，也在建议客
户走空运或中欧班列。”

宁波益笑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裴竺煜则发朋友圈称：“运力紧张的当
下，我们2个到荷兰的柜子，竟然延迟
了3个船期，直接从月初改到月底，疫
情防控期间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发货推迟，厂区“爆仓”1

每年的5月，一般为传统航运业的淡季，为何
今年运价“狂飙”？

在业内人士看来，运价的波动，反映航运供需
关系的变化。

如2021年的“天价海运费”，就是中国出口需
求旺盛、海外运力供给不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至于2024年的航运市场现状，宁波明腾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施德胜总结了如下原因——

“一是，红海危机后，船舶绕道非洲好望角，使
集装箱周转时间至少延长2周，空箱的流动性变慢；
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其他‘新三样’产品占用集
装箱海运的舱位，如比亚迪出口至南美国家，导致留
给中小外贸企业的舱位减少；三是，船公司之间形成
联盟，垄断行业定价权，借机维持运价高位运行。”

为应对运价波动，宁波企业想出多种应对办
法，如借道中欧班列，保持货物交付的稳定性。

作为国际铁路物流服务商，宁波铁大大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邵一峰表示，中欧班列能将宁
波发货到欧洲的时间，从海运绕道好望角的50天左
右，缩短至20天左右，不失为性价比较高的方案。

“我们建议广大货主采用灵活的运输方式，以
面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同时，近期美国对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也导致一批企业集中性‘抢出口’。建议
有出货需求的企业，尽量提前锁定舱位，避免不确
定性。”邵一峰分享道。

也有一些宁波企业开始“抱团取暖”。在宁波从
事物流信息化服务的张先生告诉记者，本周，他和
同事专门组建“南美航线资源对接群”，帮助宁波、
青岛、厦门等全国各大港口城市的国际物流企业实
现资源共享。

“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外贸企业，可以和船公司
签订运价长期协议，以稳定预期；也希望政府相关
部门能严厉打击哄抬运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为企业
营造公平的环境。”张先生表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尽管运价在短期内高位震
荡，但今年下半年的航运市场，有望随着运力供给
的增加而“降温”。

长江证券发布研报指出，从国际环境上看，红
海事件若长期化，2024年将转为周期上行。但不会
出现2021年前后严重的缺箱少柜情况，因为“全球
港口并未出现大规模拥堵导致箱子的回流受阻，更
多的是航程增加导致的回流变慢。随着新箱交付，
短缺问题或缓解。”

壹航运创始人兼CEO钟哲超在接受界面新闻
采访时表示，随着淡季停航结束、船公司新运力注
入，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和储能设备短期“赶货潮”
的结束，预计后续的运价不存在继续大幅上扬的市
场基础。 记者 严瑾

运价上涨为哪般？3

“天价海运费”
会重演吗？

近期，全球航运市场的波动，再次
引发热议。5月以来，中国至北美、南
美和中东等地的海运价格，较一个月
前大幅上涨。一批中小出口企业面临
“一舱难求”的困扰，甚至出现“爆仓”
的情况。

据宁波航运交易所数据，5月 17
日，宁波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报收于
2037.2 点，较前一周上涨 12.4%，已
接近2021年 3月“苏伊士运河堵船”
事件前后的水平。其中，美东、美西、
中东和南美西航线的运价指数，分别
较上周上涨14.2%、18.2%、13.9%和
13.97%。

此轮运价上涨，给宁波中小外贸企
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2021年的“天价
海运费”时代，是否会在今年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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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言东专门准备一个集装箱囤放货物。
受访对象供图

上述外贸人反映的情况，不禁让人想
到2021年下半年的行情。彼时，宁波到
欧美的集装箱运价突破1万美元/高柜，运
价比货值还高，“黄牛”们纷纷“炒箱倒
舱”，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眼下全球集运市场的“温度”，
并没有2021年“狂热”。今年5月17日，
宁波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固然创下年内
新 高 ，但 仍 不 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233.19）的一半，且海运费尚未出现“五
位数”的天价。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下旬，本
轮运价上涨的“蝴蝶效应”，尚未像2021年
底一样波及所有外贸企业。经营不同市场
的外贸人，有着不同的“冷暖”感知——

“目前，我们服务的1万多家中小企业
中，很少有人反馈受运价困扰。”宁波世贸
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平告诉
记者，“这可能和贸易结构有关，我们的客
户有不少从事轻工日用、纺织服装类产
品，主要做东南亚生意，而当地运价涨幅
不大，订舱也很顺利。”

“我们主要出口美国市场，现在运价
确实涨了很多，基本环比翻一番，但舱位
还是可以拿到的。”宁波博菱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余韩奋介绍，“大多数中
国传统出口企业都和外商签订FOB贸易
条款，即由海外买方承担运费。因此，外
商直面的成本压力更大。”

“现在网上大肆渲染的‘一箱难求’，
和我们企业的实际感受比有些夸张，甚至
会助长船公司恶意抬价的风气。”王健（化
名）是宁波一家家电企业的出口负责人，
他表示，“目前，我们对欧美的出货照常进
行。但如果运价持续上涨，客户可能会要
求我们让利，也可能减少下返单的意愿。”

不同市场有“温差”2

“一舱难求”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