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拥有海运船队总规模已达43亿载重吨 稳居世界前列

随着全球贸易的持续增长，海运作为国际物流的支柱，承载了超过80的全球货物运输量。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其海运船队规模近年来快速扩张，截至2025年，总规模已达到43亿载重吨DWT，稳居世界前列。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
中国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强大实力，也为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2025年中国航海日主论坛发布消息称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国际海运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海洋经济总量持续攀升，展现了中国海运产业的蓬勃
发展势头。中国海运船队的规模增长得益于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技术创新成为推动船队升级的关键。中国船企积极引入智能
船舶技术，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船舶运营效率。例如，部分新型集装箱船配备了低摩擦船体涂
层和高效螺旋桨，降低了能耗，减少了碳排放。此外，中国在船舶制造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突破。2023年，中国建造了全球
超过50的商船以总吨位计，其中包括大量超大型集装箱船和散货船。这些船舶不仅容量大，且技术先进，能够满足全球贸易
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政策支持为海运船队的扩张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船企进
行技术改造和绿色转型。例如，针对老旧船舶的更新换代，政府提供了专项补贴，推动燃油船舶向液化天然气LNG动力船舶
的转换。这种绿色转型不仅降低了环境污染，还提升了船舶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针对航运企业的融资需求，政府和金融机构
合作推出了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扩大船队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中国海运船队的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其完善的
港口基础设施。中国拥有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等多个世界级港口，这些港口的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2023年，上
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900万标准箱TEU，继续稳居全球第一。这些港口通过自动化码头和智能化调度系统，大幅提
高了货物装卸效率，为海运船队的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持。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投资建设海外
港口和航线网络，进一步扩大了海运船队的全球影响力。在船队构成方面，中国海运船队涵盖了多种船型，包括集装箱船、散
货船、油轮和液化气运输船等。其中，集装箱船队规模尤为突出。据统计，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运营的集装箱船队拥
有超过510艘船，运力达到303万TEU，位居世界前列。此外，散货船队和油轮船队分别拥有442艘和227艘船，
运力分别达到4475万载重吨和2929万载重吨，均在全球排名靠前。这些多样化的船型结构，使中国能够灵活应对不同
类型的货物运输需求，从铁矿石到石油，再到消费品，全面服务于全球供应链。然而，中国海运船队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全球航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来自日本、希腊和新加坡等国的船队在技术和服务方面仍具有一定优势。此外，地缘政治
因素和国际贸易摩擦可能对航运市场造成波动，增加运营风险。为应对这些挑战，业内专家建议，中国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开发更高效、更环保的船舶技术，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航运服务的全球化水平。居民和企业的参与也在推动海运行业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沿海城市的居民通过参与港口志愿活动，协助宣传节能减排知识，增强了社会对海运产业的关注和支
持。此外，航运企业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为其提供定制化的物流解决方案，帮助这些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这种多方协作
的模式，不仅提升了海运行业的社会影响力，也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展望未来，中国海运船队有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复苏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海运企业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通过持续推进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国
际化战略，中国海运船队不仅能够巩固其在全球航运市场的地位，还将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43亿载重吨
的船队规模，不仅是数字上的成就，更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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