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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涵极

为丰富的话题，“效益、生态、协

调、长远”等关键词，与产业的

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 2008 年

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发展的模式

选择等问题更加突显。本文结合

我国航运业的情况，重点分析如

何改变传统发展逻辑。

一、从产业结构上，要

改变“先破坏、后修复”的

发展逻辑

“当前的收益不能以未来的

损失为代价”是可持续发展的隐

含假设。应倡导均衡发展、预见

性发展，过度利用资源、不计后

果获取，都是不可持续，也不能

可持续的。但在实际发展中，产

业的经济行为如何做到不损害未

来，却是一大难题，必须摆脱传

统的“先破坏、后修复”的发展

逻辑，避免发展问题积重难返。

中国航运业近 20 年来的发

展就体现了以上传统逻辑。先是

破坏性发展 , 包括追求短期效益

最大化，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

全球航运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

拉动（业内称之为“中国因素”）

作用尤为凸显。由于市场极度繁

荣，大量热钱快速集聚于航运，

全行业盈利，危机前后运价最大

差距达 40 倍 ；过度买造运力，

导致产业供需结构长期失衡，消

化了10 年依然过剩 26%。但金

融危机爆发后，市场一落千丈 ：

供 需失衡、运力过 剩、持 续低

迷，全球前十、韩国最大的班轮

公司韩进也宣布破产, 导致危机

后 10 年来，市场始终处于漫长

修复期，包括理性投资、减少新

增、产业链合作等，反反复复，

难以回到从前。

产业的可持续，就是要用均

衡发展打破这种传统逻辑。并需

要所有的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其

中有两点是关键 ：一是在修复中

反思，比如航运业在金融危机后

的 10 年修复中，多了一份理性，

少了一份冲动，2017 年的市场出

现了相对高点，但产业供给增速

和 5 年前接近，这在危机前是不

可能的 ；二是利益上调整，比如

共赢已经成为共识，利益绑定型

的合作成为潮流 , 由此逐步转向

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许立荣

产业可持续必须打破传统逻辑

二、从产业布局上，要

改变“重本土、轻国际”的

市场逻辑

随着全 球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产业的国际布局已成大势所

趋，以往按照国内资源、本土市

场的空间布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

应全球经贸变局。因此，中央也

提出了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实质就是要求产业

布局要不断打破“重本土、轻国

际”的传统逻辑，更大程度地参

与到国际市场中去。

中 远 海 运 集 团 得 益 于 行

业 属性， 是 最早“ 走 出去” 的

一 批企 业之一，目前境 外资产

占比 57.6%， 境 外 收 入 占比 年

均 56.2%， 境 外 利 润占比 年 均

53.7%。利用国际化来推动可持

续，中海运有两个重要经验 ：

一是大力布局国际网络，搭

建传递可持续的桥梁。有数据显

示，央企海外机构约为 1.1 万个，

中远海 运目前为 1050 个， 约占

10%。 布局上分为 10 大 区域公

司，市场辐射欧、美、亚、非、

澳。这些业务网络既是自身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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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也是了解全球各地

可持续发展诉求的有效窗口。可

持续发展已成国际共识，尤其在

新兴经济体方面。所以我们在非

洲、南美、东南亚等地不断加大

业务布局，今年前 9 个月，新兴

市场的货量增长了10%。这既有

效对冲了贸易摩擦的影响，也拉

动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重点布局一带一路，用

企业行动来诠释可持续。我们以

码头为“点”，布局“一带一路”

沿线关键枢纽港，包括希腊、意

大利、阿联酋、埃及、秘鲁等 ；

以航运为“线” ，开通 174 条班

轮航线，投入 161 万箱的运力，

占运营规 模的 58% ；以物 流为

“面”，加大海铁联运、国际班列

业务的投入，中欧陆海快线今年

前 9 个月业货量同比增长 56.3%,

客户数量倍速增加，已经大大改

变了欧洲贸易运输格局。

这些做法得到所在国高度认

可，因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和发展，比如我们与希腊“比港”

的合作，将会为当地创造 3.1 万

个就业岗位，提高希腊 GDP 0.8

个百分点。

三、从产业生态上，要

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

管理逻辑

可持 续发展 要求经济行为

要有预见性。对可能产生的后果

和影响要及早控制，尤其是生态

环境本身具有不可逆性，一旦破

坏，很多时候无法还原。传统上

“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逻辑

正在全面终结。

航运业已将绿色发展作为产

业方向。通过优化船舶设计、降

低航速、使用新型燃料等方式，

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当然，环保

规则的收紧使产业压力倍增，以

IMO 限硫令为例，据能源资本公

司估计，2020 年全 球 海运业或

增加 1000 亿美元的成本，但这

些也无法改变“绿色航运”的产

业步伐。

2008—2018 年 这 十 年 间，

航运业通过将大数据分析、智能

制造等领域的新技术与绿色环保

趋势相融合，使船舶的航行绩效

和减排表现有了显著提升，在货

运周转量增长 42% 的情况下，碳

排放减少了19%。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共同的任

务和使命，也是共同的利益和价

值，只有齐心协力、打破传统、转

换轨道，才能真正推动可持续。

本文系作者在“首届可持续发

展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党组

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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