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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

路”） 倡议，5 年多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
家的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

史符号，并融入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体系，加强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维持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

鉴，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更体现了中国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对推动国际经济

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 福

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泉州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作为海洋强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航运在福建

国民经济发展及保证重点物资流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一带一路”这一宏伟的战略构想，不仅涉及众

多国家和地区，更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它的

建设必然加大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从而对福建航运经

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 航运发展历史
历史上， 福建省曾一度是蜚声中外的国际性港口大

省和航运强省。早在宋元时期，泉州港不仅是当时的中国

大港，而且是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东方第一大港、世界第

二大港。有“涨潮声中万国商”之美誉的泉州港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外贸易活跃，享有盛名，港口繁荣、

海运发达构成了上千年福建交通的辉煌开篇。 明朝郑和

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壮举，其历时之

长，船队之多，影响之大，为世界航海史上绝无仅有。而福

建是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最重要的集结地， 因此在中国远

洋航海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从明代中叶以后的几百年来，福建港口优势不

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地形和政策两方面的制约影

响。 地形上福建具有山峦连绵的特点， 导致陆上交通闭

塞、腹地狭小，无法形成资金流、人流和物流的积聚效应。

政策上，明清两代的统治者施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

中外贸易流量大幅度缩小， 再加上清末民国时期战乱不

断，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对中国倾销工业成品，导致民族工

业发展无力。在如此的自然与政策的双重影响之下，福建

的航运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把握住了全球化的发展良机，积

极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不断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水平。

同时，通过土地金融的方式，福建积累了充裕的资本，加

之以交通建设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量公路、铁路、港

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在福建得以建设， 群山叠嶂的交通阻

碍情况得到了改善， 并有望转化为使福建成为内陆山区

出海口的地理优势。通过减少地形条件不利带来的影响，

资金流、人流、物流的积聚效应不足的问题自然能够得到

解决。由于生产环节在空间上的分工，企业自然对低廉的

运输成本做出了要求，综合分析各种运输方式，水运的成

本最低。而福建由于其丰富的海岸线资源，获得了成为中

国港口和水运中心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福建航运经济得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引领福建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
■蔡 恒

（厦门大学，厦门 361000）

摘 要 文章通过理清福建省航运发展历史及航运现状，分析了福建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增长、波罗的海指数（BDI）上涨给航运经济高质量
发展带来机遇，以及航运企业面临转型发展、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等方面挑战。提出相
关航运部门和企业应集中力量、整合资源，提升航运运营和服务能力，合理规划航运业
进一步的投资，大力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推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建设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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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运现状
当今世界各国间贸易有 90%以上的运量是由海路运

输完成， 中国约 40%的能源物资和 85%的外贸货物通过
海上运输，而福建外贸货物海上运输比重更高达 90%，因

此港口强大的集疏运功能在福建经济发展中地位特殊而

重要。

福建省大陆海岸线长 3752 公里、 海岛岸线长 2804
公里，岸线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具备发展大港口的优越条

件。 近年来，福建省通过完善规划、整合资源、加快建设、

拓展腹地、 推动发展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等一系列措

施，有力推进港口快速发展，港口已适度超前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求。沿海港口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 181 个，10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30 个，配套建设了 8 条 10 万至 30 万
吨级深水航道，货物实际通过能力近 7 亿吨，其中集装箱

实际通过能力超 1800 万标箱，“大港口” 雏形初步显现。

2018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5.58 亿吨，同比增长 7.3%，其

中集装箱吞吐量 1647 万标箱，同比增长 5.3%；开行中欧

国际货运班列 176 列，新开通福州港至成都、莆田湄洲湾

港至萍乡、厦门港至江西的海铁联运班列；“数字福建”建

设稳步推进，“海丝”卫星数据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互

联互通不断加强， 福建作为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已然

凸显。

3 航运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 产品的生产依照其工序被分为了若

干的环节，不同的环节在空间上得到了分离，从而产生了

大量的运输需求。航运作为最为廉价的运输方式，既得到

高速发展的良好时机， 也对经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基石作用。福建省外贸运输 90%靠航运完成，随着

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加剧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福建航运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3.1 机遇方面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力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

贸易往来，从而带来相关航线上的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以

2018 年来说， 在福建备案的对外投资企业达 194 家，对

外投资额 5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 福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额 3946.2 亿元，同比增

长 10.7%。 对外投资额及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加大了对

航运的需求，为航运企业的市场拓展提供空间。 “一带一

路” 倡议提出以来， 福建省航运企业开辟了大量海丝航

线，打造了集港口、航运为一体的“丝路海运”平台。 该平

台是依托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 由福建丝路海运运营

有限公司负责牵头建设运营的开放共享合作平台。“丝路

海运”平台发展潜力巨大，目前仅厦门港就有集装箱航线

135 条，其中国际航线 79 条、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航线 44

条、国际友好港 13 个。

2019 年二季度以来波罗的海指数（BDI）快速上涨，

从 4 月初的 685 点一路上涨至 6 月底最高点 1354 点，并

跨过 2018 年平均值 1353 点。 福建省今年上半年港口货

物吞吐量完成 2.9 亿吨、同比增长 4.1%，其中福州港增长

最快、同比增长 10.2%；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848 万标箱、

同比增长 6.2%，其中泉州港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8.3%。

同时， 近期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对航运经济造成了负

面影响，但“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为影响的缓解带来了

机遇。 一直以来， 海上运输是中美贸易间最为重要的手

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
额的 73%为海运，其中 88%为适箱货；从美国进口金额的

56%为海运，其中 78%为适箱货。 中美贸易的蓬勃发展促

进了中美航线上海运集装箱运输需求的快速增长， 而贸

易争端对中美航线上的运输需求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是降低中美间的贸易逆差， 使制造

业重返美国，从而会导致海上运输量大幅缩水；实际上，

由于两种原因， 这种设想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是不可能成

立的。第一是因为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具

有等同的效力。 美元在实际意义上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美

国出口的一种“商品”，伴随着美国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大

量地进口物资商品。 这样的一种贸易模式自然在国际收

支平衡中体现为了贸易逆差。 美国与世界剩余国家之间

的贸易必然存在逆差， 这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特点给美国

带来的优势。 第二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资本储备最为雄

厚的国家，资本相对于劳动是极为过剩的，这体现为美国

劳动力成本昂贵，劳动工人的福利保障措施繁多。在全球

化分工的背景下， 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劳动密集型

的发展途径下，这也是制造业重返美国的最大经济障碍。

综合来说， 中美贸易争端必然会减少中美航线上的航运

量，但不会抹除这些出口美国商品航运的需求，而只是把

航运路线的起点从中国改成了其他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福建航运部门和企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相对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航运企业的优势，不仅加大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航运贸易的往来， 更要主动承担其他国家对美

航线的运输需求，加大对沿线国家港口建设的投入，从而

稳定航运经济的持续增长。

3.2 挑战方面

然而航运量的增大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而非

充分条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效益的衡量，航运

规模的增大为其奠定了基础，但却无法与之等价。航运基

础设施建设与航运量达到一定规模时， 一方面需要提升

一定设施条件下的运营服务水平，降低运营服务的成本；

另一方面在规划新增航运基础设施时， 不能一味地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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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运规模为导向， 要衡量新增航运基础设施边际效应

所导致的未来运营成本的增加。 当航运经济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与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经济一样，必须从粗放型

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 才能使航运经

济从简单的规模扩大转换为高质量的发展。 这两种增长

方式最为本质的区别便是， 增长是靠不断的建设投入带

动还是靠大量的运营收入拉动。 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

下，福建面临的挑战不是简单的扩大建设的问题，而是如

何理智地甄选优质的海内外建设项目， 并且不断地提升

自身的运营服务水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在对航运经

济发展进行宏观上的规划时， 不仅要鼓励在对外开放的

过程中不断汲取外国优质的运营管理经验； 更要在新增

基础设施投资时，以“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为整体，从

经济效益和地缘政治等角度进行效益最大化的考量，严

格控制未来运营型的支出， 使所有新建与航运有关项目

在未来都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而不是成为吞噬资金

的无底洞。

对于企业个体来说， 福建航运企业因转型发展起步

晚、国有大型企业少，民营企业多、规模小、竞争力偏弱，

多数船舶为抵押贷款或民间融资所造， 并且经受近年来

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影响，发展动力受到了影响。 因此，

应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阶段航运业大力发展的良机，

加快航运企业升级改造和兼并重组步伐， 鼓励省内航运

企业与国内外大宗货物业主及龙头航运集团开展战略合

作，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大型化转型，以期扩大福建航运

企业在市场化竞争过程中的优势。

4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 建设作为一个涉及 100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大战略，而福建又被定位为“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然获得了航运高质量发展千

载难逢的良机。这过程中，既要挖掘福建航运发展深厚而

光辉的历史底蕴，又要从运营的提升、建设的选择、局势

的适应等方面拉动福建航运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首先，福建航运业要集中力量、整合资源，推动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加

快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出台进一步推进自贸试

验区改革创新措施、创新举措；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互”合作；开

辟新航线，开展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战略交通节点；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经贸合

作、海洋经济、旅游开发等方面通过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

考量，探索新举措、新路径和新模式。

其次，要大力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航运龙头企业。

以骨干企业为核心， 巩固散杂货运输基础， 大力发展煤

炭、矿石、油品、集装箱等专业化、大型化、现代化运输船

队。也要在提高航运企业规模化规范化经营程度、优化航

运投资环境、 加强银行信贷融资扶持等方面进一步加大

力度， 推动创新自贸试验区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和对航运

企业的新型金融扶持制度， 积极构建福建航运业转型升

级中安全与发展齐头并进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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