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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大港
何时能成为国际一流强港？
记者 严瑾

港口，是国民经
济 发 展 的 “ 晴 雨
表”。对于建设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的宁波
来说，港航物流产业
发展更是备受关注。

近日，《2020中
国港航船企创富榜》
新鲜出炉，为在中国
的上海、深圳、香
港、台湾证券市场上
市的主营业务为航
运、港口、船舶及相
关行业的69家上市
港航船企去年营收、
利润排了座次。令人
意外的是，在营收前
10 强中，竟无一家
港口上市公司入围。

宁波舟山港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为“宁波港”）
的营收、净利润分
别排在第 13位、第
9位，较前一年排名
均下滑。

如果把中国的港
口上市公司单独拎出
来，宁波港去年的营
收位居第2位，仅次
于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港集
团”），净利润却位
列第4位，排在上港
集团、招商局港口、
青岛港之后。

众所周知，宁波
舟山港是世界集装箱
吞吐量第三大港、货
物吞吐量第一大港，
去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9.2亿吨、集装箱吞
吐量3172.1万标箱。

为何宁波港盈
利跟不上其营收？
这或许与宁波“大
港小航”的痛点不
无关系。

是什么造成各大港口业
绩参差？对比宁波港、上港
集团、青岛港2020年营业
收入结构，我们不难发现个
中缘由。

去年，宁波港有超过
50%的营业收入来自装卸及

相关服务，装卸品类主要有集装
箱、铁矿石、原油，另有约三分
之一的综合物流及其他业务，以
及约六分之一的贸易销售业务，
毛利率合计28.34%。

可见，港口码头的装卸堆存
等“过路费”，是宁波港重要的收
入来源。

相形之下，上港集团去年毛利
率高达 35.99%，较宁波港高出
7.65个百分点。其营收构成除了集
装箱、散杂货、港口物流外，另有
约9%是毛利率高达43.17%的港口
服务板块，而这恰是宁波港营收结
构中没有体现的。同时，占据上港
集团营收近一半的集装箱板块，毛
利率也高达47.07%。

再来看青岛港，去年毛利率
与 上 港 集 团 旗 鼓 相 当 ， 达
34.75%。大幅拉高其盈利能力的
板块，主要是占据营收近20%的
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该
板块毛利率高达76.75%。同时，
青岛港的集装箱处理及配套服
务，虽然只占营收2%左右，却也
获得62.85%的毛利率。

在毛利率不断提升背后，是
上港集团和青岛港在降本增效、
延伸服务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

去年，上港集团联合上汽集
团、中国移动的5G智能重卡项目
正式启动运营，可以在洋山码头
和一个物流园区之间实现72公里
来回。目前，上海洋山四期自动
化码头，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装卸运输均
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上港集团还
是国内“港口+金融”创新融合
的先驱企业，拓展了港口服务的
边界。它率先打造了长江港航区
块链综合服务平台，并联合蚂蚁
金服推出融资产品——“退税
宝”，让出口企业在货物装船后，
即可在线上申请退税融资，以提
升资金的周转率。

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的青
岛港，2020年开创国内保税原油
混兑调和业务先河，开启保税原
油国际中转、复运出口业务，启
用董家口原油期货交割库，进一
步完善港口功能；实现外锚地供
油、国产低硫油船舶供油等业务
突破，2020年船供油业务量突破
300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85%，
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业务打
开新局面，成为新的增长极。

这两座兄弟港口的经
验，留给了宁波一些补短
板的启示：要想破解宁波

“大港小航”的难题，实
现从“数箱子”到“数票
子”的转型升级，势必要
在传统装卸业务的基础上
延伸价值链。

正如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
院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
主任张哲辉所说：“过去，我们的
港口物流服务，都停留在‘点’
上，关注点在于码头效率、通关时
间等。现在，我们需要将‘点’延
伸到‘线'，开展多式联运、内贸
运输等产业链服务。未来还要‘由
线到面’，实现业务数据化、支付
便捷化。”

从装卸港向枢纽港、贸易
港、金融港升级，是港口转型发
展的大势所趋。

眼下，宁波已经充分认识到这
一问题，正在吹响“五大攻坚行
动”的号角，搭乘浙江自贸区扩区
的政策东风，朝着“建设世界一流
强港”进军。

自去年以来，宁波舟山港动作
频频——2020年8月，宁波港顺利
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成功引
进上港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后者
以5%的持股比例成为宁波港的第
二大股东；2020年年末，宁波港
完成对浙江省海港集团持有的嘉港
控股、嘉兴港务、温州港、义乌港
以及头门港港务等同业资产股权的
收购；今年4月，宁波舟山港发布
公告，公司拟对所属子公司宁波远
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分拆上市。

这一系列动作，一方面是为了
解决同业竞争弊端；另一方面旨在
增强港口群联动协作成效，优化
整合港口资源，进一步巩固宁波
舟山港的市场领先地位，“为建设
国际一流强港，打造世界级港口
集群港奠定扎实基础”。

2020年，营收、净利润均居首
位的中国港航船企，当属国内唯一
从事全球性集装箱海运的企业——
中远海控。

在海运价格居高不下、外贸企
业“一箱难求”背景下，中远海控
今年一季度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实现归母净利润154.5亿元，同比
增长52倍。

由于行业性质不同，广大港口
上市企业的营收表现，较这些船公
司龙头而言稍显逊色。坐拥世界集
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的上港集团，
无疑是该领域的领头雁，去年营收
261亿元，位居榜单第11位；宁波

港紧随其后，以213亿元营收位居
第 13；青岛港、天津港则分别以
134亿元、132亿元营收排在第22
位、第23位。

然而，当我们对比各大港口净
利润，能看出宁波港的表现仍有很
大提升空间。

尽管都是一年营收高达200多
亿元的大港，上港集团去年净利润
竟是宁波港的2倍有余——前者以
83亿元净利润，位居榜单第2位，
仅次于中远海控；后者净利润仅34
亿元，位居榜单第9位。就连去年
营收不及宁波港三分之二的青岛
港，净利润也排在宁波港前面。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
“打造国际一流强港”是宁波
多年的梦想，今年宁波更是将
其写入了“十四五”规划纲
要。为此，今年年初宁波市专
门出台了《宁波市港航服务业
补短板攻坚行动方案》。

方案指出，“十四五”时
期，宁波要大力提升国际供应链物流、
港航专业物流等两大港航物流业，加快
培育船舶、船员、航运交易、海事法律
等四大海事服务业，着力拓展航运金
融、航运信息、航运文化会展、航运休
闲等四大融合服务业，努力将宁波打造
成国际特色航运服务基地、全球大宗
商品资源配置基地、国际供应链创新
中心和海铁联运示范基地。

今年5月，国内最大的第三方船
舶管理公司——洲际船务集团正式落
户宁波，将为宁波及周边地区的船
东、航运企业提供专业的一站式船舶
管理运营服务，弥补宁波在海事服务
方面的短板。

此外，早在去年10月，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仲裁中心也在宁波挂牌，为宁波的
海事法律板块增添助力。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
长全永波建议，宁波应充分发挥宁波
舟山港的“硬核”力量，打造世界级
全货种专业化泊位群，全面推进自动
化码头建设。做大做强宁波航运交易
所，打造宁波东部新城和梅山、舟山
新城等特色航运服务新高地，集聚航
运金融、航运交易、海事服务、法律
咨询等平台机构，建成国内最大、世
界领先的海事服务基地。

业内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宁波
数箱子、香港数单子、伦敦数票子。
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不同港口在价值
链中所存在的差距。

我们背靠“世界第一大港”，何时
能实现从“数箱子”到“数票子”？现
在是时候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也是打
造国际一流强港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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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港航船企收入前20强

核
心
提
示

CAPITAL MARKET资本市场A22
2021年6月3日

公司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