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ainer xChange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称，集装箱价格将在 2023 年下半年开始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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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21 年的价格高位之

后，现在集装箱价格和运价都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预计未来可能会

继续下降。”天津港一家国际物流

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外

贸行情“先抑后扬”，国际物流链出

现一系列始料不及的极端状态。散

落在全球各地的集装箱回流不畅，

集装箱分布严重不均衡，大量空箱

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积压，

我国出口集装箱需求紧缺。

在这场集装箱供应链“黑天

鹅”事件中，市场怪象频出：企业采

购新箱子只要往欧美主要航线发

运一次货物就能赚回买箱钱；将一

个空集装箱从美国运往中国，比等

待装满货物再从美国运往中国更

加有利可图。因此，集装箱企业订

单爆满，产能全开。直到 2021 年

底，缺箱现象才逐步缓解。

随着集装箱供应的提升和全

球 航 运 市 场 作 业 效 率 的 恢 复 ，

2022年市场出现了空箱积压过多

的情况。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以下简

称“中集协”）常务副会长李牧原在

2023年1月12日召开的“对话中集

协，行业大家谈”活动上也曾表示：

“2021年下单的集装箱，2022年都

生产出来了，但客户不着急用，最

后部分集装箱堆在工厂不提走。”

李牧原称，现在国际集装箱市

场出现新的“箱”愁，原来是缺箱

子，现在是没有地方存箱子，主要

原因不是货源下降，而是集装箱供

应量太多了。“2021年中国缺箱，国

外不缺箱，集装箱在国外港口积

压，是结构性矛盾。现在是全球性

的集装箱过剩，全球集装箱保有量

在疫情前是 4000 万 TEU，现在是

5100 万 TEU，这种过剩需要很长

时间去消化。”

Container xChange 数据也显

示，近几个月来，北欧安特卫普港，

北美洛杉矶港、芝加哥港等港口40

英尺集装箱CAx均高于0.75，芝加

哥港CAx近期曾高达0.92。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通

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何

建华对记者表示，集装箱市场在经

过 2021 年的高产之后，存箱数量

大增，这是导致当前全球性集装箱

过剩的主要原因。

对于过剩的集装箱，上海国际

航运研究中心首席信息官徐凯建

议将这些集装箱资产盘活，变成可

增值资产。此前集装箱相对紧张，

空箱通常会集中在港口附近，内陆

企业需要到港口提空箱，现在空箱

资源充足，可以通过江海联运、堆

场前置等方式将一些空箱分配至

港口腹地园区或者重庆、武汉等内

陆货源地，方便企业就地取还。此

外，还可以将多余的集装箱用作临

时仓储用途等。

铁矿石“基石计划”再升级 中钢协研究进口再生原料降税

作为世界四大铁矿石供应商

之一的淡水河谷，向外界公布了

2022 年第四季度的盈利情况，在

发给《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邮件中

显示：“2022 年第四季度，淡水河

谷持续经营中产生的形式上经调

整后的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为 50 亿美元，环比增长

10 亿美元，主要反映出铁矿石销

量的增长以及镍和铜实际价格的

上涨。”

与此同时，俄罗斯最大新铜

矿的相关负责人也向《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随着疫情过后，中

国经济的复苏以及需求增长，看

好铜矿价格的上涨。

中国需求左右着世界矿产品

的价格，但是中国需求并没有世

界矿产品的话语权。

2022年1月，中钢协向国家发

改委、工信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四部委上报了“基石计

划”，即通过国内新增铁矿开发、

境外新增权益铁矿、废钢资源的

开发，实现对铁矿石供给和价格

的话语权。

时隔一年，何文波介绍了“基

石计划”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他表示，“基石计划”自从去年

3月正式启动以来，在国家部委和

各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每个月都

有新的进展，协会也一直在协调和

跟踪该计划的实施情况。协会积

极配合有关部委调研梳理国内和

海外铁矿项目生产建设进度情况，

动态调整铁矿项目清单，向国家有

关部门反映企业诉求，协调解决项

目推进面临的具体问题。

“两级推进机制的建立对促

进‘基石计划’国内铁矿开发作用

显著。国家发改委先后组织召开

了8次会议，会同工信部、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矿山

安监局等单位及相关地方政府定

期会商和专题会商，协调解决加

快国内重点铁矿项目建设的重大

问题，对推动国内铁矿开发起到

极大作用。省级铁矿专项工作组

落实加快铁矿项目建设工作，采

取有力措施落实相关工作要求，

制定完善实施方案，提出了工作

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何

文波说。

中钢协在去年进行了多次

调研。

“钢铁协会组织行业力量积

极配合调研梳理国内重点铁矿项

目。钢铁协会积极配合国家铁矿

专项工作组，组织中国冶金矿山

企业协会、钢铁企业等单位调研

补充国内重点铁矿项目信息，汇

总国内重大铁矿项目并实行‘台

账式’管理，梳理出55个项目存在

的114项需协调解决的问题，形成

了项目分类推进表。”何文波说。

钢铁企业在与相关部门的沟

通衔接中，例如项目审批建设遇

到的一些急难事项和困难问题得

以有效解决，获得感明显增强。

多部委召开8次会议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

下简称“中钢协”）党委书记、执行会

长何文波表示：“中钢协将继续落实

和筹划升级‘基石计划’，进一步修

订再生钢铁原料标准，研究进口再

生钢铁原料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据了解，在过去一年，“基石

计划”进展迅速，何文波曾向《中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国最大

的单体地下铁矿山——鞍钢西鞍

山铁矿项目正式开工，这是‘基石

计划’国内铁矿资源开发的重要

进展。”

“基石计划”虽然进展顺利，但

是眼前的困境需要更直接有效的

办法。

“现在仅仅是开端，未来的路

还很长，需要大家持续地重视。”

中钢协人士向记者表示，“一个铁

矿从审批到建成需要 7 到 8 年的

时间。”

解决眼前的话语权问题需要

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

按照中钢协的规划，2023 年

继 续 落 实 和 筹 划 升 级“ 基 石 计

划”，策略重心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中钢协将启动以“材料升级和

材料替代”为主要工作方向的“钢

铁应用拓展计划”，全面加强上下

游领域跨产业合作。

“加强废钢回收利用和海外资

源开发，进一步修订再生钢铁原料

标准，研究进口再生钢铁原料的增

值税优惠政策。培育龙头企业，鼓

励区域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废

钢产业健康发展。”何文波说。

中钢协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

示，“基石计划”确定了在2025年、

2030年和2035年三个时间节点的

供给目标，要对国内新增铁矿开

发、境外新增权益铁矿、废钢资源

等进一步梳理核实。

何文波表示：“加强废钢回收

利用和海外资源开发，中钢协将继

续落实和筹划升级‘基石计划’，

进一步修订再生钢铁原料标准，研

究进口再生钢铁原料的增值税优

惠政策。”

“基石计划”提出要求，要统筹

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海外

资源开发项目跟踪，分类指导持续

推进国内铁矿资源开发，建立集

“找矿、建设、运营”为一体的全生

命周期铁矿石战略保障机制。

国内钢铁行业的深度战略调

整已经开启。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显示，2022年，重点钢铁企业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1273.62 亿元，

同比下降0.21%。从投资结构看，

新建产能投资为146.82亿元，同比

下降29.05%，占比11.5%；节能、环

保类投资 371.44 亿元，同比增长

11.95%，占比 29.2%；改进工艺、提

高产品质量、增加新产品类投资

397.35 亿元，同比增长 13.96%，占

比31.2%。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分析师葛

昕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2023 年，国内钢铁行业的深度战

略调整已经开启，国内钢铁生产

企业的发展重点正在从战术扩张

转到战略调整，面对下游需求结

构变化的转变，原料价格波动带

来的风险，利润变化带来的经营

压力，国内钢企应当迎难而上、积

极应对，借深度调整之时机，打造

钢企产品之硬核，朝着高质量发

展之路迈进。

葛昕举例：“以暂居钢铁行业

利润榜第二位的湖南钢铁集团为

例，湖南钢铁集团的粗钢产能规模

在2000万吨以上，2022年却可以实

现营收 2201 亿元，实现利润 150.3

亿元，销售利润率达到6.8%，高出

全行业6.4个百分点，高出重点钢企

5.3个百分点，高出中国宝武4.1个

百分点。这是源于企业对于产品结

构的深度调整，2022年湖南钢铁集

团实现了13个大类90个钢种替代

‘进口’，其中华菱湘钢新增52家下

游厂商认证，在汽车非调质钢、高

端乘用车齿轮、工业纯铁、弹簧扁

钢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葛昕看好行业研发的未来：

“要持续性地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就

要有持续性的投入。2022 年，重

点统计会员钢铁企业研发费用

1197 亿元，同比增长 5.38%，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提高至1.82%。”

进口原料降税

本报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现在港口各个堆场

都堆满了集装箱，供大于

求的情况非常明显。从

2022 年初开始，集装箱价

格持续走低，2021 年底一

个二手 40 英尺集装箱最

高能达到 4 万元，现在降

到了 1.3 万元。为了应对

过剩，目前船公司和租箱

公司对外放箱量并不大，

希望以此来扛扛价。”青

岛港某集装箱销售企业

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

者表示。

从原来的“一箱难求”

到现在“空箱堆积”，国际

集装箱市场出现新的“箱”

愁。全球集装箱交易平台

Container xChange 数据显

示，2023年第2周（1月2-1

月8日），上海港的40英尺

集装箱 CAx（集装箱可用

指数）达到0.66，此后几周

均 维 持 在 0.64 的 高 位 。

2020 年 11 月到 2021 年 12

月之间，该指数曾多次低

于0.1。

CAx指数可以量化全

球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可用

性。根据Container xChange

的定义，CAx超过0.5说明

该港口的集装箱设备有剩

余，而低于0.5则表示集装

箱设备不足。

空箱过剩压港 集装箱价格持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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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集装箱过剩需长时间消化

“一带一路”税收合作机制扩围 中国影响力持续增强

外贸需求不足也是导致空箱

堆积的原因之一。海关总署发布

数据显示，虽然中国 2022 年出口

仍保持正增速——全年累计出口

金额 3.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

但增速滑坡，且从 11 月就开始进

入同比负增长，以美元计价，2022

年 12 月，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

9.9%，创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降

幅，进口额同比下降7.5%。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

（CCFI）是集装箱运输市场价格变

化的“晴雨表”。自2022年2月11日

CCFI指数创下3587.91点历史最高

点之后，一直下跌。2月10日，上海

航运交易所发布最新CCFI指数为

1133.10，比最高峰下降约68.42%。

何建华表示，当前外贸出口正

面临转型升级问题，欧美等传统市

场对我们的中低端日用品购买力

下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进行制

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提高产

品质量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做好东

南亚和泛太平洋等新兴市场的布

局。“从宏观上看，外贸需求仍然

在，预计 2023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

额将继续保持正增长。”

徐凯表示，在经过2021年的供

应链危机后，当年欧美市场采购货物

超订严重，以致2022年大部分时间

处于去库存阶段，所以欧美传统的圣

诞节前进口旺季并未出现。2023年

中国春节与圣诞节距离较近，叠加疫

情等因素，春节长假前的外贸小高峰

也未出现，春节后正处于货运淡季，

这些短期因素导致当前外贸略显低

迷。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外贸结构转

变，未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将会持续

下降，高端制造、高附加值、自有品牌

产品的出口将会快速增长，总体贸易

额仍将持续增长。

徐凯表示，一些低端制造业企业

和做外贸的中小货代会抱怨“寒冬来

临”，事实上，若不根据产业结构和供

应链布局变化调整定位，这些企业的

好日子将一去不返。对于制造业企

业和货代来说，转向升级才是必然出

路。比如，货代需要走出去具备国际

视野和服务能力，制造业要摆脱

OEM（代工），实现自主创新、品牌出

海、跨国经营、质量升级。

在徐凯看来，国际的动荡局势

总体将趋于缓和，一切生产活动会

加速恢复，因通胀加息而抑制的消

费需求有望反弹，而欧美的高库存

也已经基本消除。对于未来的外

贸形势，徐凯保持乐观，特别是新

能源、数码消费等领域。他预计，

到 5 月份之后，市场会明显转好，

下半年市场需求会进一步提升。

Container xChange 在最新发

布的《全球集装箱行情分析报告

（2023 年 1 月版）》中称，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和集装箱

离港量会保持低位。不过，随着美

国港口拥堵的缓解、进口量趋于稳

定，集装箱价格将在 2023 年下半

年开始正常化。

全球第五大班轮公司赫伯罗

特首席执行官 Rolf Habben Jansen

今年2月初也表示，尽管当前集装

箱运费继续下行，但随着补库存需

求的增加，商品和运输服务的订单

量将再次回升。他预计回暖或将

在3月或6月发生。

年中外贸或将明显回暖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

共建“一带一路”和深化国际税收

合作等重要指示精神，近年来，税

务部门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便

民春风”吹向“一带一路”。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

蒙玉英介绍，2019年，在国家税务总

局倡议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

作机制正式成立，以致力于提升“一

带一路”国家税收领域的协调性、互

惠性，共建增长友好型税收环境。

据悉，“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

作机制（以下简称“合作机制”），是

第一个由中方发起建立的多边税

收合作长效机制。合作机制致力

于加强税收征管能力建设，推动构

建增长友好型税收环境。目前，合

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已增至36个、观

察员增至30个，中国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作为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

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近年备受

关注，它是合作机制开展培训、研

究和技术援助等能力建设项目的

多边性机构。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国家税

务总局了解到，作为联盟成员之

一，国家税务总局目前会同联盟其

他 19 个成员税务部门、14 个合作

方一起，着力增进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之间的税收交流与合作，促进

税收征管能力共同提升。

蒙玉英在国家税务总局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联盟目前已

成立中国扬州、中国北京、中国澳

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沙特阿

拉伯利雅得5所“一带一路”税务学

院，构建起辐射英语、汉语、葡萄牙

语、俄语、阿拉伯语地区的多语种

培训机构网络。

其中以扬州“一带一路”税务

学院为主阵地，联盟还带动阿斯塔

纳、中国澳门等学院每年开展满足

不同区域发展需求的各类培训活

动，打造“一带一路”税务学院。

一直以来，开展税收培训是联

盟促进征管能力共同提升的主要

抓手。据悉，联盟自2019年在扬州

“一带一路”税务学院举办首期培

训以来，以“自办、合办、协办”等培

训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至今

已举办各类培训活动50余期，共有

100多个国家（地区）超过3000名税

务人员参加培训，在深化各国税收

合作和友谊的同时，也受到各国学

员的一致赞誉。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蒙玉英

介绍，2019 年开展培训以来，依托

扬州“一带一路”税务学院，联盟先

后试点推出了“税收争议解决”“税

收征管数字化”“纳税服务”“增值

税改革”等4个专题的初级和中级

线上课程。

在此基础上，联盟办公室广泛

吸收各方意见建议，积极借鉴其他

国际组织开展专业培训的经验，设

计完成联盟课程体系1.0版。

2月20日，联盟通过合作机制

官网和“一带一路”税务学院网站，

向全球公开发布联盟课程体系1.0

版。在该课程体系建设中，中方通

过联盟办公室积极参与并贡献了

重要力量。“它的推广应用将更好

发挥合作机制多边作用，同时有利

于我们深化国际税收交流合作，并

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税务部

门共同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蒙玉英说。

根据联盟建设发展计划，未来

联盟办公室将邀请更多国际税收

专家加入联盟专家师资团队，同时

基于各“一带一路”税务学院自身

特点，联盟将进一步增强合作交

流，全面开发知识产品，分享师资、

课程等培训资源，以促进“一带一

路”国家税收征管能力的提升。

“原来是缺箱子，现在是没有地方存箱子，主要原因不是货源下降，而是集装箱供应量太多了。”

“从宏观上看，外贸需求仍然在，预计 2023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将继续保持正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