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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20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及贸易量增速 图2 2020年1月-2023年12月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走势

• 2023年，在国际市场需求大幅放缓以及局地冲突爆发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韧性增强，呈现恢复性增长。全球经济

增速虽较上年度进一步下滑，但失去往年低基数优势，正逐渐回归疫情前经济增长均值；在各国加息抑制通货膨

胀与各类国际突发事件影响下，年内全球经济增速依然展现出逐季回升态势。

• 全球制造业面临市场需求回落、融资成本高涨、能源紧缺与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剧等因素影响，总体表现疲软。

2023年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仍处于收缩区间，均值为48.5点，较2022年均值下降3.3个百分点。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港口生产环境



www.sisi-smu.org

• 2023年各季度全球贸易景气程度与上年相比有所不及，但从绝对数值看仍呈现出逐季回升态势。

• 全球货物贸易增幅持续收窄，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小幅回落难以有效带动全球贸易量增长。

• 发达经济体贸易明显回落，欧美消费市场疲软及进口需求回落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下滑的主因。

表2 2019-2023年全球及各区域货物贸易量增长趋势

表3 2021-202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情况

表1 2023年世界贸易景气指数值及走势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港口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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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0-2023年全球各航线集装箱海运量及增速图1 2022-2023年全球各货种海运量增长情况

2023年 ， 随着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回落，新兴市场国家的采购和海运规模中短期内仍将维持低速增

长的趋势，导致全球海运贸易小幅增长3%至124亿吨。

欧亚航线与太平洋航线贸易需求的持续萎缩，叠加巴拿马与苏伊士运河通航不畅，使得全球集装箱海运量维

持0.1%左右的较低增幅水平，东西主干航线与区域内航线均处于下跌区间。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港口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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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2023年全球及各区域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走势

• 2023年，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贸易需求低迷，加之货币政策和地缘政治影响下，全球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

增长4.6%，与2022年相比增速上升3.7个百分点。

• 分季度看，一季度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与贸易活动略有起色，全球港口维持小幅增长格局；二季度随着亚洲国

家在区域内贸易持续发力，带动港口生产形势转好。三季度则因西方国家贸易需求明显放缓，全球港口生产

形势低迷；至第四季度，国际突发事件频发影响贸易和运输流畅度，全球港口吞吐量增速下滑。

图2  2020-2023年全球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季度增速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港口生产形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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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全球大部分港口增速围绕零分界线波动，且不同地域呈现一定分化特征。中国大陆港口吞吐量涨幅明显，

欧洲大部分港口均处于下跌区间，澳洲港口生产形势略有恢复。

2022年全球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散点图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港口生产形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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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港口贸易增长缓慢，区域分化趋势日益扩大。全球前50大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71.78亿吨，增速由2022年的1.3%上升至

3.8%。亚洲地区带动全球海运贸易与港口的生产向好发展，上榜前50的港口数量达到37个。

2022年全球前50大货物吞吐量港口排名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港口生产形势回顾



www.sisi-smu.org

图1 2013-2023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及空箱、中转箱占比 图2 2017-2023年及各区域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增速走势

• 2023年，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整体低迷，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海运

网络造成影响逐渐显现。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降低0 .2 %至

8.61亿TEU，主干航线集装箱运量持续转弱。

• 各区域增幅呈现较大的差异化趋势。除亚洲地区外，其余地区大部

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处于增长停滞甚至为负增长态势。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集装箱港生产形势回顾



www.sisi-smu.org全球前40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增速（单位：万TEU/%）

• 百大港口2023年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98亿标准箱，增幅1.1%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 前十大港口排名较稳定，位于后续排名的鹿特丹、洛杉矶、安特卫普布鲁日、高雄等港口持续陷入负增长。

• 中国大陆港口箱量增幅扩张。欧美集装箱港排名大幅下滑，东南亚集装箱贸易止跌。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集装箱港生产形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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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全球干散货海运迎来复苏增长，全年贸易量达到55.08亿吨，同比增长3.9%。

• 煤炭需求和粮食出口都推动了全球干散货市场的发展，铁矿石贸易受供应链影响由负转正。

图1 2013-2023年全球主要干散货货类海运贸易量增速走势

表1 2023年全球部分港口干散货吞吐量及增速

§1 全球经贸发展与港口生产形势 —— 散货港口生产形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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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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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

图1 2022年1月-2023年12月百大港口总靠港船舶艘次走势

百大集装箱港口总靠港规模与结构分析：

2023年，统计样本港口的总靠港集装箱船艘次

为26.8万艘次，同比增长2.9%。全球集装箱船

队的总运力规模显著扩大，达到了2782.9万

TEU，同比增长8.0%；

按时间分析，2023年集装箱船总靠港艘次呈现

波动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按船型结构分析，2023年靠港船舶中大型船舶

占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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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

主要集装箱枢纽港口靠港船舶规模与结构分析：

为更加直观分析2023年集装箱靠港船舶规模及结构的变

化情况，选取2023年集装箱吞吐量前30港口分析。

主要集装箱枢纽港口靠港船舶数量普遍增长：30大港口

中有24个港口靠港船舶数量增长。

30大港口总体与百大港口靠港船舶结构变化较为类似，

表现为“中大型船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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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3年30个主要集装箱港口的靠港船舶船型结构 图3 2022-2023年30个主要集装箱港口各船型靠港船舶数量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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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

综合集装箱船在港时间表现分析：

日均在泊船数变化不大；

日均在港/候泊船数大幅下降；

日均在港/候泊/在泊时间大幅下降；

主要集装箱枢纽港在港时间改善，

船舶在港时间大部分在3天以内。

图1 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日均在港/候泊/在泊船舶数
量走势（2022.1-2023.12）

图2 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日均在港/候泊/在泊时间
走势（2022.1-2023.12）

区域/港口 年平均在港时长(小时
)

年平均候泊时长(小
时)

年平均在泊时长(小时
)

上海 45.8 -7.2% 38.8 -19.7% 17.8 -9.3%

新加坡 34.8 -9.2% 29.5 -31.9% 24.3 -5.0%

宁波舟山 55.0 -10.6% 40.8 -26.6% 20.7 -7.3%

深圳 31.6 -35.7% 43.2 -13.0% 17.5 -26.8%

青岛 57.3 -10.8% 72.6 4.4% 19.8 -13.5%

广州 28.0 -25.6% 28.2 -33.1% 15.4 -21.4%

釜山 35.5 2.7% 22.3 -21.6% 23.6 -7.4%

天津 39.8 18.3% 55.8 83.1% 21.9 -12.1%

香港 29.7 -3.0% 58.6 43.1% 13.7 -17.3%

鹿特丹 50.2 -26.5% 27.9 -50.5% 39.8 -17.9%

迪拜 53.9 7.9% 32.9 14.9% 34.8 -7.8%

安特卫普 46.7 -24.3% 24.6 -43.9% 34.6 -18.4%

巴生 34.2 -10.2% 27.9 12.5% 18.5 -25.0%

厦门 30.1 -15.4% 32.1 -6.9% 16.0 -23.3%

丹戎帕拉帕斯 34.8 -11.2% 43.4 -9.3% 20.2 -16.8%

洛杉矶 113.0 -51.4% 40.4 -78.7% 105.8 -21.7%

纽约/新泽西 42.6 -66.5% 34.8 -78.5% 35.6 -31.1%

高雄 28.4 -12.2% 29.5 12.2% 17.3 -27.8%

长滩 112.3 -55.7% 73.1 -71.5% 104.3 -6.6%

林查班 35.2 -5.7% 32.5 -7.7% 24.1 -9.2%

汉堡 52.1 -62.7% 28.4 -83.8% 41.4 -29.7%

苏州 34.4 -19.7% 36.1 -47.1% 18.3 -9.1%

胡志明 29.7 5.8% 22.7 3.2% 17.2 9.0%

丹吉尔麦德 42.9 -9.6% 46.9 -12.8% 21.2 -4.4%

丹戎不碌 70.1 5.8% 40.8 45.5% 41.5 3.2%

科伦坡 39.6 2.5% 24.3 31.4% 23.6 -13.2%

蒙德拉 49.2 44.2% 37.7 72.8% 26.9 5.1%

尼赫鲁 40.5 6.6% 35.6 6.2% 22.7 -8.1%

萨凡纳 81.3 -65.7% 56.6 -73.4% 32.7 -25.5%

日照 53.4 41.5% 49.7 120.0% 26.2 0.0%

表1 2023年30大集装箱港口的年均在港/候泊/在泊时间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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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

分区域集装箱船在港时间表现分析：

2023年全球主要地区/国家的集装箱港口船

舶日均候泊艘次较为稳定；

然而下半年由于澳大利亚受到罢工和网络攻

击影响，其在港时间表现不佳，候泊艘次大

幅增加，北美西海岸港口表现较为稳定。

图1 全球主要地区/国家的集装箱港口船舶日均候泊艘次、在港艘次走势
（2022.1~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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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

东亚港口船舶候泊艘次与时间相对稳定；

东南亚港口船舶候泊艘次波动明显。

图2 东亚区域主要港口船舶候泊数量、时间走势（2022.1~2023.12）图1 东南亚区域主要港口船舶候泊数量走势（2022.1~2023.12）



www.sisi-smu.org

§2 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综合服务时间效率评价-总体情况

图1 美国西海岸区域主要港口船舶候泊数量、时间
走势（2022.1~2023.12）

图3 欧洲区域主要港口船舶候泊数量走势
（2022.1~2023.12）

图2 美国东海岸区域主要港口船舶候泊数量、时间走势
（2022.1~2023.12）

美西港口候泊船舶数量大幅减少 美东港口候泊船舶数量、候泊时间减少 欧洲港口候泊时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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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22）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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