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稳信号频现 下行风险仍在

经济回暖谁先知

GDP等回暖信号频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第三季度各项经济数据，虽
然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仅
有7 . 7%，但从环比增速看，三
季度的2 . 2%已经比一季度、
上半年有所提高，显示出仍
未完全走出低迷阶段的经济
正在加速复苏。10月的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达到50 . 2%，比上月上升0 . 4

个百分点，重新回到临界点
之上，并创下了自7月以来的
4个月新高，显示出制造业经
济活力增强的信号。同时，上
市公司三季报显示，2493家
上市公司实现合计营业总收
入17 . 7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6%，显示出经营扭亏为盈的
迹象。

山东服务业短板补强

与全国经济回暖信号逐
渐增多相比，山东经济一直
保持平稳增长。今年三个季
度，我省GDP同比增长均保
持9 . 7%的平稳增速，是全国
唯一保持平稳增长的省份。
在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卫国看来，今年我省经济
显示出“短板”正逐渐补强的
积极信号：“服务业是山东经
济最薄弱的一环，但今年我
省在第三产业上的投资达到
10486 . 1亿元，其中服务业投
资比重近50%；同时，前三季
民间投资17339亿元，占全部
投资的比重为80 . 1%，显示出
我省经济正逐步走出对低迷
下行的担忧。”

复苏回暖需加快转调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正在
发生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春江
水暖鸭先知”，一般来讲，当
经济出现重大转折或者变化
的时候，东部地区往往是最
先感触到一些变化的。所以，
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区9月
份经济增长速度的企稳回
升，说明我国经济运行情况
正向积极方向变化。

而对山东来说，积极的
变化来自战略新兴产业的蓬
勃发展，省经信委工业运行
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新能
源、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
和海洋开发及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这四新一海”成为全省
工业增长的新亮点；而轮胎、
水泥、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也
在积极升级换代、扩展市场
中，取得了10%以上的同比增
长。

船企苦练“过冬术”
运力过剩、订单下滑、成本

上涨……从2011年底，大中小
船企一起盈利的美好时光瞬间
在这些“行业寒风”的吹拂下转
为冰凉，甚至连中远、中集等央
企巨头也陷入巨亏。记者日前
走访我省造船企业发现，尽管
目前外贸及国际航运市场略有
企稳迹象，我省造船业仍处于

“上攻下探”均不明显的状态，
而部分船企已经悄然开始产品
转型、抱团取暖。

傍央企转渔船

有订单船坞满负荷

“这是一艘在建的2 . 8万吨
的集装箱船，像这种在建的船
只还有7艘。”在占据全省造船
业1/4份额的中航威海船厂，负
责生产保障的副总经理曲维英
指着船坞里的“庞然大物”对记
者说道。

在他身后深达18米的大型船
坞里，伴随着大型吊装机摇摆双
臂作业的轰鸣声，身着制服的工
人正在扎满脚手架的船体上焊
接、调试。记者注意到这艘集装箱
船船体骨架已初具规模，在大型
龙门吊的配合下，特制的运载车

正来往穿梭进行搬运。
曲维英告诉记者，本来船

厂今年计划交付12条船，公司
10月份一口气新增加了6艘的
订单。“现在我们各个造船平台
基本满负荷运转。”

当前造船业正处寒冬，中
航威海船厂何以底气十足呢？

据曲维英介绍，去年1月份
威海船厂与中航国际北京公司
合作，后者注资3亿元，持股经
营威海船厂70%股份。中航国际
北京公司在欧美、非洲等多地
设有公司或代表处，再依托国
际贸易物流方面的资源，行业
低迷中航仍有办法拿到订单。

与中航威海船厂“过冬”方
式不同，威海另一家造船巨头
黄海造船厂则选择主攻渔船。

“尽管目前的16艘订单都
是以前接的，但我们今年接了
143艘渔船订单，这保证了我们
有活可干。”黄海造船厂新厂负
责生产的副总经理宋正勇对记
者说道。在这片厂区里，同样是
来往运输船体工段的载重车和
忙碌的吊装机。

宋正勇表示，船厂所建造
的散货船订单70%来自国外船
东，受行业大势影响，今年几乎

没有新订单。但公司紧紧抓住
远洋捕捞业旺盛发展的需求，
大力上马渔船生产。“去年我们
营收36个亿，本来预计今年会
大幅下滑，但有了渔船订单的
支撑估计能完成30个亿。”

运货量缓慢回升

单船利润下滑

“6月份以来，集装箱量开
始 放 缓 ，但 目 前 又 有 小 幅 回
升。”在烟台港环球码头，一艘
从天津驶来的满载集装箱的货
船正在靠近码头，通过电脑智
能控制的吊装机正按部就班卸
货。烟台港环球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树人告诉记者，船上
运载的主要是木材、机器设备、
化肥等物资，从10月份以来公
司的运货量开始缓慢增长。

黄树人的感受似乎印证了
有行业风向标之称的波罗的海
干散货指数。10月份以来该指
数逐步企稳回升，并回归千点
以上，同时外贸企稳的报道也
见诸报端，但造船业却仍在苦
撑之中等候回暖。

自金融危机以来，新船价
格下降了40%至50%，有的已跌

破船厂成本线。据工信部发布
的前三季度数据：前9个月全国
新承接船舶订单量1541万载重
吨 ，比 上年 同 期 ( 同比 ) 下降
46 . 9%，跌幅略有收窄。“平时报
价2亿的船现在报1 . 2亿就接
单，下滑幅度达40%，单船利润
更是下滑得厉害。”曲维英表
示，尽管有订单在手，但受整个
行业低迷影响，船东催船比平
时更急，质量要求也更高。

宏观经济不景气之下，同样
受牵连的钢铁行业也逐渐向下游
的造船业“靠拢”，力求通过合作
实现抱团取暖。记者了解到，省内
钢企济钢1-9月已通过了10个船
级社认证，船板生产优势日渐扩
大。近日，济钢分别与省内船舶行
业的“领头羊”——— 黄海造船有限
公司、蓬莱中柏京鲁造船有限公
司、中航威海船舶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省内造船业内人士表示，
受前期行业低迷影响，我省部
分造船企业也出现了无单可做
甚至停产的状况。目前我省造
船业正处于上攻和下探都不太
明显的状态，各船企应根据自
身优势开展转型自救，做好未
来行业回暖的准备。

煤价有望“触底反弹”
从5月份开始急转直下的

煤炭行情让前些年赚得盆满钵
满的煤炭企业饱受折磨，作为
煤炭大省，我省的煤炭产销在
前三季度也一度陷入困境。然
而自10月份以来，随着经济筑
底企稳、下游钢铁建材等行业
生产趋稳、电煤冬储煤需求回
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省煤
炭价格也逐步止跌回升，兖矿
等纷纷上调价格，涨幅在10-30
元/吨。业内人士则谨慎认为，
抛开煤市周期性的冬储行情，
煤炭后市能否持续回暖，还要
看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
及下游相关行业的有效需求能
否释放。

从跌到“没底”变小涨

用煤量缓慢爬升

进入10月份，受大秦线检
修、冬储煤需求增加等因素影
响，煤炭需求逐步回暖，价格也
逐步止跌企稳。

记者了解到，有行业风向

标之称的秦皇岛港存煤在520
万吨左右，比高峰时减少了近
400万吨；发热量5500大卡市场
动力煤交易价格已连续八周上
涨到 6 4 0元 /吨，两个月涨幅
2 . 4%。

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传
出煤炭价格止跌回升的消息。
陕西、内蒙古、山西等地坑口
煤价每吨有5-10元不同程度的
上涨，有些小矿的价格甚至每
天都在涨。记者从省经信委了
解到，我省兖矿等煤炭企业也
在纷纷上调价格，涨幅在10-
30元/吨。

“我省的形势跟全国的基
本类似，国庆节过后，企业的煤
炭库存降下来了，交易量上来
了，煤价也有明显回升。”兖矿
集团运销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比起七八月份煤价一轮又
一轮的跌势让“谁心里都没底”
的情况，10月份以来的产销形
势明显回暖。据该人士透露，目
前占公司省内销售近一半的钢
铁、焦化行业用煤量正在回升，

“不过现在市场只是初步回暖，
下一步上涨的动力和幅度都不
会很大，毕竟大的经济不会一
下子变好。”

下游产业需求释放

煤商仍看淡后市

“价格确实比七八月份低
谷时提高了，每吨能涨几十块
钱，好的煤能涨四五十元。”邹
城市中心镇做了多年煤炭生意
的煤炭贸易商董刚(化名)告诉
记者，今年过得可真是“提心吊
胆”：自己这批煤年初进货时
380元一吨，中间一度快跌破
200元，听说周边赔钱的煤商遍
地都是。

董刚所在的邹城年产原煤
占我省20%，是名副其实的煤
城。他表示，10月份以来，煤价
慢慢企稳，以前连续几个星期
卖不动的煤渐渐有人前来询
价，成交量也慢慢上来，上星期
他刚走了3吨货。

“我觉得跟冬季用煤旺季

到来有一定关系，电厂什么的
都开始存煤了。”董刚表示，他
的煤炭同行们都普遍认为到年
底煤炭价格不会再大跌，但上
涨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从我们港口调度的数字
来看，10月份的下水煤同比下
降10%，但这也不能肯定是因为
腹地内部需求回升。”日照港集
团港区货物调运管理部门一位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煤
炭变化不明显，但港区铁矿石
的出港量却有明显回升，去向
多为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
内地省份。“仅就铁路运输来
看，1 0 月份运量大概增加了
14000吨，这说明下游的钢铁等
行业开工有了复苏。”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煤
电运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进
入10月份以来随着轻工、机械、
纺织、化工、汽车等行业生产形
势向好，钢铁、建材行业生产趋
稳，我省电力需求有好转迹象。
随着冬季用电用热高峰到来，
我省煤价有望继续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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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先行指数PMI重回荣枯线，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向好，山东经济数据在三季度也显现出企稳

增长的态势……”种种经济企稳复苏的信号，是否预示中国经济就此走出阴霾迈向复苏？而山东经济是

否开始触底反弹也尚需观察。本期《创富》采访了山东的煤炭、钢铁、船舶制造、物流等具有经济先行指

标特征的行业，其近期的生产经营表现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更鲜活的经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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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及国际航运市场略有企稳迹象，我省造船
业仍处“上攻下探”均不明显的状态。

煤炭
煤炭行情这一经济先行指标显露企稳迹象，但

含金量和持续力依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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