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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道而行带来

连锁效应，航运燃料

消耗、货物价值损

失、防范海盗风险等

成本上升；温室气体

排放量增加 以

上，将严重阻碍航运

业的脱碳进程；由于

交付延误、运输中

断、船舶受损和货物

变质而提出的保险

和法律索赔案件进

一步增多，通过红海

的船舶战争险保费

翻倍增长。

与此同时，包括

集装箱船等船型在

内的运费与租船费

用也显著提升。

本报讯 根据英国克拉克森研究公司发布的数
据，红海危机的持续，已对全球海运贸易和细分航
运市场产生影响。2月5~11日，进入亚丁湾地区船
舶运力以总吨计已较去年12月上半月下降71%,下
降程度与前一周持平。多家航运企业认为，红海危
机导致的绕行好望角可能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甚
至是第三季度，并建议客户为这种可能做好准备。

据克拉克森统计，2月5~11日，油船通行量相
比去年12月上半月下降51%；散货船通行量下滑
51%；集装箱船通行量依然十分有限 ，与去年12月
上半月水平相比下降89%。

红海危机带来的船舶运力紧张致使运费上涨。
尽管最近几周集装箱船运费有所回落，但目前运费
仍较红海危机发生前水平高2~3倍，集装箱船租金
持续温和上涨，目前较去年12月上半月水平高
26%。油船市场较为复杂，其中中东至欧洲航线运
价仍远高于去年12月初的水平。

克拉克森统计数据显示，自1月中旬开始，没有
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通过亚丁湾，液化石油气
（LPG）运输船通行量下降90%。尽管红海危机对液
化气体船运输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对液化气体
运输市场运费和船舶租金影响有限，包括季节性因
素等在内的其他因素对市场的影响更为显著，气体
运输船运费和租金大幅下滑。

由于胡塞武装对商船的攻击，许多航运企业只
能绕行好望角，其中包括马士基、地中海航运、法国
达飞等集装箱船巨头。据克拉克森统计，2月5~11
日通过好望角的船舶运力较2023年12月上半月水
平上升60%,约有580艘集装箱船绕航。

有数据显示，红海危机导致的绕行潜在给全球
吨海里贸易额外带来2.4%的增幅，其中对集装箱、
汽车、成品油和LNG吨海里贸易影响最大，分别提
高8.6%、6.4%、5.6%和4.4%。

作为苏伊士运河“前站”，红海是非常重要的航
运路线。每年约10%的海运贸易量通过红海，其中
通过红海的集装箱约占全球海运集装箱贸易的
20%。克拉克森为此追踪了红海危机事件对全球经
济更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商品价格和通胀的影响。
据统计，全球消费品运费成本为此大幅增加,但仍
不及新冠疫情时期。对大部分商品而言，海运运费
成本占消费品本身价格的比重较小。例如：一双鞋
从亚洲运至欧洲的运费成本从去年11月约0.19美
元，在20年1月中旬增加到0.76美元，而在今年2月
中旬回落至0.66美元；在2022年初疫情干扰高峰
期，成本最高可超过1.9美元。

多家航运企业认为，红海危机目前没有降温的
迹象，船舶还会在一段时期内绕行好望角。今年航
运业仍将面临经济下滑、运费崩跌、舱位过剩三大
挑战。尽管红海危机爆发以来集装箱船运费不断上
涨，但这只是短暂现象，运费能上涨多久还无法预
测。 渊森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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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危机持续发酵

航运业或打“持久战”

红海危机以来集装箱运价飙升 两大运河每月船舶通行量渊2021年10月~2024年1月冤

当地时间2月2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发布
报告称，在地缘政治紧张、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
红海、黑海航运以及巴拿马运河航运同时受到威
胁，全球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巴拿马运
河受到旱灾以及苏伊士运河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
持续，将导致全球航运成本上升，进而引发通货膨
胀、粮食危机，并加剧环境污染，对全球供应链带来
巨大震荡。

两大野咽喉冶被扼住

据统计，与高峰期相比，今年1月底，苏伊士运
河的船舶通航量已下降42%，巴拿马运河的船舶通
航量已下降49%。数据显示，苏伊士运河通航量在
过去两个月下降明显，而巴拿马运河的通航量在过
去两年时间里不断下降。

巴拿马运河的船舶年通航数约为13000艘，占
全球贸易量的近5%。2023年11月，巴拿马运河遭
遇7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不
得不进一步削减通行船舶的数量，到今年2月，该
运河的日均船舶通行数量已降至18艘，约为平均
值的一半。

由于巴拿马运河通航受限，为了避免长时间的
等待，此前不少航运企业选择改道苏伊士运河。但
近两个月，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红海危机进一步升
级，使得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也受到极大限制。

截至今年2月上旬，共有586艘集装箱船选择
绕道非洲好望角，2023年12月上旬至2024年2月上
旬，进入苏伊士运河的船舶吨位减少了约70%，与
此同时，通过好望角的船舶吨位增加了60%。据了
解，正常年份一般约有26000艘船舶通行苏伊士运
河，全球集装箱海上运输贸易量的22%通过苏伊士
运河进行中转。

蝴蝶效应正显现

根据报告，除了集装箱船，目前油船、汽车运输
船和散货船也纷纷避开苏伊士运河，选择绕道。相
比2022年12月，2023年12月通行苏伊士运河的汽
车运输船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运输距离和时间的增加随之带来燃料消耗、货
物价值损失、防范海盗风险等运输成本的上升。其
中，集装箱航运市场表现最为明显，2023年11月以
来，亚太地区至欧洲航线的集装箱运价大幅上涨。

2023年12月最后一周，集装箱即期平均运价飙升
500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单周涨幅。亚洲至美国
西海岸航线等不经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运价也受到
波及，自2023年11月初以来，美国西海岸的运费上
涨了130%。受此影响，2023年12月以来，船价和租
船费率也逐渐上涨。

报告还显示，运输距离的增加导致碳排放量逐
渐增多。十多年来，航运业一直采用降低航速的方
式来降低燃料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由于距离
和时间的增加，为确保船期完整性，航运企业不得
不提高航速，这就导致了燃料消耗的增加，自红海
危机以来，集装箱航运的航速明显提升。以大型集
装箱船为例，航速每提高1%，耗油量通常会增加
2.2%，而燃料消耗的增加也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据了解，从苏伊士运河绕道好望角，往返一次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70%以上，这将严重阻碍
航运业的脱碳进程。

此外，由于交付延误、运输中断、船舶受损和货
物变质而提出的保险和法律索赔案件也进一步增
多。据悉，2023年最后几周的船舶战争险保费飙
升，通过红海的船舶战争险保费已超过船舶价值的
0.3%，是2023年10月中旬的两倍。2024年2月初，
数据显示，保费已从低于船舶价值的0.1%上升到
船舶价值的0.7%至1%。

连锁冲击难避免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外汇收入的一大来源，
2023财年该运河收入达94亿美元，相当于2023年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2.3%。报告显示，红海危机导
致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下降了40%，严重阻碍了埃及
经济社会发展。

报告指出，东非国家贸易发展对苏伊士运河的
依赖程度极深，埃及经济形势的恶化很可能对埃塞
俄比亚、苏丹等国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巴拿马运河则对南美洲西海岸国家的对外贸
易尤为重要。智利对外贸易的22%依赖巴拿马运河
通行；秘鲁22%的对外贸易需通航巴拿马运河；厄
瓜多尔则有26%的对外贸易依靠巴拿马运河。

此外，报告显示，2022年粮食价格上涨约半成
的原因是运输成本增加，当下运输成本激增，势必
会推升全球粮食价格，而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也
将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

报告还指出，主要航道的航行中断将给全球航
运和贸易带来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全球供应链造成
巨大威胁。虽然目前对全球影响尚未达到疫情期间
的程度，但必须提高警惕，开展强有力的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