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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工作小組」第 12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局敦和大樓 504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 主席：葉局長協隆                          紀錄：莊翊群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附件 1)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國籍航商報告加班加艙及俄烏戰爭影響情形： 

一、 長榮海運： 

(一) 美西塞港情形雖有紓緩，惟美東、加拿大溫哥華及歐洲塞

港情形非常嚴重。目前美國線東西岸艙位仍很滿，但基本

上盡量維持週班服務，滿足客戶需求，另美西碼頭工人換

約談判將於 6月登場，後續對碼頭影響情形尚無法得知，

航商亦僅能配合談判結果，儘量紓緩。歐洲線部分，後續

將有連續 3班 24,000 TEU船舶抵臺，艙位供給應無太大

問題，有相關需求之業者，可再向業務人員聯繫。 

(二) 關於俄烏戰爭影響情形，目前全亞洲(含美洲)到俄羅斯貨

量每週頂多幾百 TEU，公司在當地市占率非常小，主要還

是歐洲航商市占率較多。黑海地區烏克蘭奧德薩(Odessa)

港、俄羅斯新羅西斯克(Novorossiysk)港，自 3 月 1 日起

陸續停收，支線服務亦暫停，客戶如有出口需求，須改點

至羅馬尼亞康斯坦察(Constanța)、土耳其、黎巴嫩。另前

往聖彼得堡之貨物，大多是透過漢堡或鹿特丹轉運，現階

段漢堡港已禁止轉運俄羅斯，鹿特丹港則視個案處理卸貨

事宜。整體而言，原運往俄羅斯之貨物大部分須卸載在轉

運港(不一定能轉運，須視轉運港規定)，或直接退運至出

貨港，建議客戶暫緩出口運往俄羅斯之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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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陽明海運： 

(一) 有關俄烏戰爭影響部分，全亞洲(含美洲)至俄羅斯貨量每

週約 7百多 TEU上下，烏克蘭則為 200-300TEU，主要是

中國大陸出口過去，臺灣運至俄烏地區的貨量占比較少。

另因運送須配合當地港口政策，目前歐洲主要港口，如漢

堡港、鹿特丹港，轉運已受到壓力。公司亦於 2月底即暫

時不收運往聖彼得堡之貨物，戰爭爆發前運送之貨載，公

司均盡力跟轉運港當地海關或相關單位協調，透過其他方

式運送，儘量協助客人貨物運往目的地，或改運到其他港

口。目前困境在於收貨人地址倘在俄羅斯，貨載限制較多，

短時間內要放貨之機率較低，後續將持續協調歐洲子公司

協助客人解決問題。 

(二) 在黑海部分，為避免船員有生命威脅，支線服務暫停營運，

貨載主要透過土耳其伊斯坦堡進行轉運，另尚有透過換艙、

買艙之 feeder轉運，但數量相對有限，建議客戶需暫時限

縮俄烏地區之貨載，以避免轉運時間過長。 

(三) 加班加艙部分，因年前各航線均爆艙，公司已儘量提供臺

灣貨主相對較多的艙位；年後迄今，艙位提供應尚能滿足

國內貨主需求，另外美洲線部分，基本上公司有 17條航

線，受到美國港口塞港問題，每週維持正常營運約 10至

12條航線，其餘航線因塞港、船期延誤，導致船舶回流速

度較差，客戶若有額外需求，將盡力協助調度艙位。 

三、 萬海航運：美西艙位供給正常，相關需求應尚能滿足，美東

航線於 3月下旬加開諾福克 (Norfolk)港口，已開始收貨，

有需求之業者可多加利用。至俄烏地區部分，公司未有黑海

航線服務，尚無影響。 

四、 德翔海運：空櫃供給部分，基隆、臺中、高雄等港櫃量均充

足，尚無太大問題。另公司未有營運黑海、俄羅斯、美洲航

線，爰尚無衝擊與影響。亞洲線部分，去(110)年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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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提供基隆/台中直航至胡志明市服務，並持續供給艙位，

滿足客戶臺灣至越南航線之需求。 

柒、 各公(協)會及相關機關發言紀要 

一、 需求方意見： 

(一) 中華民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今(111)年 2月

進出口均成長 35%，期國籍航商和進出口商彼此互惠，給

予支持與協助。另我國與中國大陸之貿易，以往多以我國

出口為主，近期進出口均有成長，提醒注意進出口狀況有

轉變之趨勢。 

(二)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鑑於出口需求殷切，建請航商

將艙位、運力留在臺灣，協助貨物順利出口。另近期日本

線船期延誤 1週，甚或 10天以上，逐漸影響空櫃供給，

建請航商說明日本航線目前狀況，及相關改善措施(如加

班加艙等)，以預為因應後續出貨安排。 

二、 供給方意見： 

(一) 長榮海運：有關日本航線部分，各家航商情形類似，航程

中任一港口有塞港情事，均會影響整個船期，目前只要有

船舶停靠，艙位均無太大問題，儘量以滿足客戶需求為原

則。 

(二) 陽明海運： 

1、日本航線主要航點包含日本、臺灣和東南亞，目前因香

港、星馬塞港情形嚴重，船舶延誤造成原正常船期（28或

35天），增加 1-2週時間，影響船舶週轉率，刻與聯營航

商討論跳過香港，以提升船舶週轉，惟仍須取得共識後，

方能調整。 

2、至空櫃部分，因日本會計年度結算至 3月底，所以 3月

底以前屬出口旺季，櫃量需求高，特定櫃型如高櫃較為緊

缺，但整體櫃量尚能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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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萬海航運：日本航線同樣由東南亞經香港、臺灣到日本，

受前面港口塞港影響，造成船期延誤，但臺灣櫃位供應充

足，如有需求可再向業務人員接洽。 

三、本局航務組說明貨櫃集散站經營業專案會議相關事項： 

(一)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係依收容量和堆放管理收費，其收益比

不上土地開發價值，部分業者離開市場改作他業，且土地

區域規劃不易，先前有請科學園區管理局和工業局協助，

工業區有整理好之土地及單一服務窗口，惟須視工業區特

性做安排，園區部分，較符合生醫或科技產業，對土地改

作堆置場較為保留，但全臺有不少場域可做，有興趣之業

者可投資租用。 

(二) 至欣隆櫃場停止營業部分，先前即已開始減收作業能量，

航商亦配合逐步調整，將貨櫃移至其他櫃場，整體而言衝

擊不大。近年林口有設立櫃場，尚有容納空間可以做堆置

和安排，提供航商參考運用，儲量應能獲得滿足。 

(三) 未來國土資源開發部分，基隆港區因腹地不大，常須利用

內陸貨櫃集散站，惟基隆市政府對基隆河七堵、八堵、暖

暖等地區有新土地使用規劃，倘未來土地開發價值高於經

營櫃場，勢必會嚴重影響貨櫃收容。又目前臺中、高雄港

口已滿載，甚至已用畸零地暫置貨櫃，建議未來五年港埠

發展計畫應有長遠規劃，如貨櫃站整併或鄰近碼頭聯營，

互相串流增加容流量，避免過度集中單一碼頭，造成港區

壅塞。 

四、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說明事項︰ 

(一) 欣隆櫃場在結束營業前半年即有公告，航商亦有通知，部

分航商已將貨櫃移至其他櫃場，目前對市場應無太大影響。 

(二) 至有關業者反映櫃場塞車現象，因目前航班延誤，抵港時

間過於集中，影響碼頭作業，連帶造成內陸櫃場壅塞，目

前結關前三天進櫃場之規定已是業界共識，過早交櫃恐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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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司機等候時間更長，為維持作業品質和效率，該規定尚

有其必要性，倘碼頭能提早開放，櫃場亦會儘快配合通知

調整作業。 

(三) 夜間領櫃部分，目前部分櫃場鼓勵貨主晚上 5-8時離峰時

段交櫃，惟進口櫃需注意保三落地追蹤申辦時間，部分櫃

場亦可做提領，儘量讓場內畸零地空間能有效利用，提升

櫃場儲存及週轉率。 

(四) 未來北部地區貨櫃集散站可能受基捷路線影響，儲位空間

恐被限縮或調整，後續實際狀況仍需由各集散站經營業進

行評估，目前已知部分汐止地區櫃場有陸續作調整，因貨

櫃集散站經營業為重資產、高成本之產業，且民國 70年

迄今營業費率未隨物價指數調整，收益不成比例，倘土地

價值高，櫃場改作他業亦為選項之一。考量內陸貨櫃集散

站能做為工廠到碼頭之緩衝，紓緩碼頭壅塞情形，實有其

歷史定位和價值，協會亦會持續鼓勵會員公司繼續經營，

以維市場穩定。 

(五) 另鑑於櫃場機具和設備都是重成本、高資本，業者經營壓

力較大，期能透過投資抵減或關稅減免等方式，減輕業者

營運負擔。 

五、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說明事項：櫃場場區壅塞部分，主因

是大量船舶同一時間抵達所致，目前已採取四大分流(結關

日，作業碼頭，結關地點，裝卸貨碼頭分流）及三大彈性作

法(CY 專用地磅車道、港區 App、港區貨櫃移儲改成夜間

進行)，紓緩高雄港櫃場壅塞情形，在高雄港碼頭櫃場整體

使用率超過在 80%的狀況下、紓解壅塞效果良好。 

捌、 會議結論︰ 

一、 俄烏戰爭影響部分，兩大航商已具體說明俄烏地區支線服

務已暫停營運，及相關因應做法，且該區貨運量少，初步看

來影響不大，後續請持續關注相關局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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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美西碼頭工人合約續約談判部分，因涉及後續海運趨

勢變化，併請航商持續關注，倘有預期以外或是負面影響，

請盡早告知，俾利各相關單位預為因應。 

三、 近期欣隆櫃場停止營運，相關航商、業者已有做因應和事先

處理，尚不致造成影響，惟土地價值上漲，包括櫃場費率未

調漲情況下，內陸櫃場經營困難部分，如果經營費率 30-40

年未調整亦不合理，倘營運費率調整係合理反映成本，實有

檢討調整之必要。 

四、 目前港區櫃場運作已透過時間、空間分流作法，有效改善壅

塞情形，請港務公司持續會同港區各櫃場業者，持續落實所

提各分流作法，維持運作效率。 

五、 有關未來港埠規劃，不論是船舶大型化，甚至是不確定因素

(如疫情)影響下，港埠運作效能、空間規劃及營運模式，如

何更有彈性，請港務公司通盤考量後，預為規劃五年發展計

畫或隨時檢討因應。 

六、 鑑於港區和內陸貨櫃集散站，機具都有一定使用年限，為鼓

勵業者汰換機具，倘業者購置新機具並具有智慧化功能者，

可申請智慧機械投資抵減，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航港

局)審查，再由國稅局核定抵減稅額。相關流程、作法形成

案例後，將再進行說明，請貨櫃協會協助向所屬會員公司宣

導，可多加利用。 

七、 國際海運狀況有稍微減緩趨勢，惟仍無法大幅改善，下半年

新船投入，請航商儘量協助增加在臺艙位供給，如有更新加

班加艙相關資訊，請即時提供本局，俾公告官網專區周知。

未開會期間，本局仍持續提供服務，如有相關需求、意見或

反映事項，可向航務組聯繫。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下午 3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