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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集疏运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建
设全方位展开。
随着“十二五”的到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由注重基础建设转入提升基础设施能力与发展服务
软环境并举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推进，有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蓬勃发展
的局面。
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不断涌现，并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不断推进的持久动力。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智囊之一，自2008年7月挂牌成立以来，广泛
联络国际航运组织、企业和院校，凝聚国内外一流专家，搭建国际航运中心的研究与交流平台，致力
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相关研究工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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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是由上海海事大学等21家单位于2008年共同发起成立的开放式研究中心，
挂靠在上海海事大学。
中心具有决策咨询、信息发布和人才服务三大功能，并设立“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研究基金。
中心定期发布“航运市场分析报告”、“中国航运景气指数（CSP1）”、“全球港口发展报告”、“
全球港口综合发展指数”。
出版《航运评论》、《海运情报》等刊物和各种电子刊物，组织高级航运培训、高端论坛研讨、提供
航运信息查新服务、航运图书资料服务以及定期组织航运、港口和物流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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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际航运中心的内容　　航运中心的主要业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基础航运、服务航运和智
能航运。
基础航运是指基本航运需求与供给，即货和船；服务航运是指为完成货运而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如船
舶经营、船舶登记、人级、保险、法律、中介、代理、金融等；智能航运则是指航运信息、知识、决
策、政策、规划等，也包括航运创新。
这三方面的业务能力决定航运中心是生产型的、服务型的还是知识型的。
从航运中心实力的性质来讲，存在“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变化过程；从发展的阶段来讲，可认为
是从初级到高级的过渡。
三代国际航运中心因此而形成。
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和互相促进的，并且可以在同一地方共生。
这三类航运业务或三代航运中心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代航运中心是指基本航运业务聚集地，也就是航运需求和供给产生的地方。
需求是指海运贸易货物，包括品种、数量、航线等；供给是指船舶运力，包括造船、船员、船公司等
因素。
这是最基本和最简单意义上的航运中心，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存在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运
输以外的领域及其发展程度决定的。
航运需求主要是由贸易的发达程度决定的：当这种贸易需要在以海相隔的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时，航运
的需求就产生了；航运供给则基本上是由造船工业的发达程度和竞争能力决定的。
货和船均是实体，因此称之为硬件。
以硬件为基础的航运中心之兴衰完全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基础、发展类型和阶段。
腹地海运贸易需求的发展可以直接带动港口的发展，并刺激当地航运的发展。
造船业的兴旺也会带动一系列相关工业的发展并刺激金融业的发展。
这类航运中心与航运服务中心有很大的区别，可称之为航运货载中心或船舶制造中心，或统称为航运
生产中心或航运硬实力中心（相对于航运服务中心和航运软实力中心）。
例如，宁波一舟山可被视为是世界级的国际货载中心，而韩国的釜山及周边地区则是世界级的国际船
舶制造中心。
　　第二代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业务是航运服务。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航运业高度市场化和专业化，分工十分精细。
现今由货主直接经营船舶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
造船和航运由同一家公司来完成的情况有，也不多。
如果把产生航运需求的货主称为“第一方”，产生航运供给的造船方称为“第二方”，那么现在绝大
多数的国际船舶运输是由专业的“第三方”公共船舶经营人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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