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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工作小組」第 8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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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航商報告新船投入規劃及空艙回補情形： 

一、 長榮海運： 

(一) 近期美西塞港情形有惡化趨勢(外海等待船舶達 60-70 艘)，

艙位取得更加困難，在臺灣及中國部分，船舶因受颱風影

響避颱，造成船期延誤，歐洲狀況亦未有明顯改善，導致

整體船舶調度難度增加，後續將儘量在可控制範圍內加快

船舶及空櫃回流。 

(二) 在新船投入部分，今年 9 月有 3 艘 1,800 TEU、1 艘 24,000 

TEU 投入營運，10 月預計有 2 艘 1,800 TEU、1 艘 12,000 

TEU 及 1 艘 24,000 TEU 加入船隊，11、12 月份亦將有新

船陸續投入，原則上均會靠泊臺灣港口，惟具體航線配置

仍須規劃，但對艙位供給應有相當大之助益。目前歐洲和

美東航線都有持續規劃加艙，盡力提供廠商更多裝載機會。 

二、 陽明海運：新船投入部分，集中在既有船舶替換，非屬新增

運力，為協助業者貨物出口，今年 9 月共加艙 1,600 TEU，

10 月除加艙外，尚有 1 班中東航線加班船，運量供給合計

約 2,000 TEU。目前公司仍持續配合行政院副院長指示，歐

美航線運能增加 10%，儘可能在可協助範圍內，給予廠商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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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萬海航運： 

(一) 今年持續在美國航線加大佈局，從以往每週 10 TEU，到

目前每週供應 1,300 至 1,500 TEU。經營之 4 條美國航線

亦爭取 2 條航線靠泊臺灣，並自 6 月中起新闢美東航線，

近 3 個月美國線艙位供給為 7 月 8,000 TEU、8 月 6,300 

TEU 及 9 月 6,000TEU，均較第 2 季平均 4,000 TEU，大

幅增加對臺艙位供給。 

(二) 目前美西等候時間約 14-18 天，若無新船投入，空班情形

恐是必然發生之結果，公司已持續尋求其他航線船舶調度

運用，如東南亞受疫情影響時，調度船舶至其他航線營運，

儘可能安排調度以降低影響。 

四、 德翔海運： 

(一) 今年造船計畫不多，大多為自有船或租船替換，預計明、

後年將有 6-10 艘新造船陸續下水，後續應可協助提供相

關艙位供給。至貨櫃部分，近年陸續有造櫃及租櫃計畫，

櫃量增加約 1 至 2 萬 TEU，目前空櫃充足尚無問題。 

(二) 有關空班部分，公司欲協助提供歐美航線，惟泊位取得不

易，今年 9 月底新闢加拿大航線，由高雄航經中國，首航

至溫哥華，預計可提供 200 TEU 左右，協助業者貨物出

口。 

柒、 各公(協)會及相關機關發言紀要 

一、 需求方意見： 

(一)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遠東新世紀公司)： 

1、 美國、地中海、印度航線持續空班，尤其地中海航線較

為嚴重，客戶訂單被迫延後、工廠降低產能以為因應，

建請航商新船投入優先規劃靠泊臺灣或以加班加艙方

式補足空班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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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月底以來，北部港口及櫃場缺櫃情形加劇，建請航商

多調度空櫃回臺灣，避免因缺櫃浪費艙位，無法如期出

口。 

3、 櫃場限制重櫃 FREE TIME 縮減至 3 天，但船期常臨時

取消或延後，司機到櫃場後才被告知，造成與現場人員

爭執，建請櫃場研議放寬至 7 天。 

4、 另聽聞明年有 2 家櫃場結束營業，考量目前貨櫃狀況吃

緊，建請相關單位提前因應。 

(二)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 印度市場產品原料需求大，目前除萬海航運有直接經營

印度航線外，航商多透過聯營方式經營，惟因中國遠洋

(COSCO)空班臺灣，導致訂單無法順利出口，而中國和

臺灣又為產業競爭對手，中國貨物照常出口，臺灣業者

面臨有需求但無船運送之困境。長久下來，印度客戶恐

會選擇向中國廠商購買，影響我國產業發展，形成惡性

循環，建請國籍航商重視印度市場、加速佈局。 

2、 另地中海航線(含土耳其)同為重要市場，以往沒有航線，

僅有聯營，惟地中海出口需求面臨高運價或艙位不足之

情形，建請航商給予協助。 

(三)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台聚集團)： 

1、 每個地區、產業有一定市場邏輯和運作方式，部分貨物

訂單尚難拆成小單，面對櫃場臨時通知領櫃，並需於 1

天內裝櫃完畢，惟公司倉庫和裝貨地點空間有限，備貨

人力、機具不足，實務上不可行，提請各單位協助。 

2、 部分產業、客戶無力承擔高價，但目前航運市場為賣方

市場，有很多產業被邊緣化，如石化業，石化產品多屬

危險品，以往航商載運危險品之意願不高，但目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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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載運需求更高，導致產業面臨貨物無法順利出口，久

而久之，產業無法順利發展，逐漸被其他地區同業所取

代，建請航商協助載運相關貨物，以利產業永續生存。 

3、 另石化工業有些重要原料須仰賴日本、中國及歐洲地區

進口，惟原料(觸媒)因屬危險品，航商載運意願較低，

導致原料無法順利進口，相關產品亦無法進行生產，衍

生後續產業競爭力及存續問題，建請各航商除協助出口

需求外，亦須研議如何協助貨物進口，扶植臺灣產業。 

二、 供給方意見： 

(一) 長榮海運： 

1、 有關廠商反映中東、亞洲航線艙位短缺問題，現階段因

美國線艙位嚴重短缺，調度近洋航線船舶支援，惟部分

船舶因美西塞港尚未返回，回來後會將再投入亞洲線，

艙位供給應能逐漸恢復正常。至地中海航線部分，主要

係由聯營之中國遠洋(COSCO)營運，然目前空班嚴重，

實造成航商和業者困擾，將持續與聯營夥伴溝通，逐步

改善航線空班情形。 

2、 有關農委會建議針對船班延期有合理風險分擔機制部

分，一般船期延誤係依照合約條款規定，且目前船期延

誤確實非屬航商可掌控，倘遇船員染疫，船舶甚至無法

靠泊，因此實務上分攤風險機制仍須依個案進行判斷。 

(二) 陽明海運： 

1、 有關印度及地中海航線部分，目前 10 月底、11 月份有

艘 2,800 至 3、4,000 TEU 之船舶，可供調度運用，屆時

將根據業者需求及航港局規劃，再行評估安排投入印度

或其他有需求之航線，以滿足業者需求。 

2、 另外 11 月份在歐洲線和紅海部分，將規劃投入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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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後續可再研議沿岸靠泊印度、土耳其等港口，應

能對我國產業出口較有助益。 

(三) 萬海航運：印度一直為公司十分重視之航線，惟目前港口

壅塞、船期延誤嚴重，原每週 1 班變每月 2 班，為協助業

者出口順暢，儘量調度其他航線之船舶進行支援，目前規

劃 10 月上旬加開航班，預計可供給 3-400 TEU，惟詳細

情形尚在確認，有最新消息將盡快通知業者及航港局參考。 

(四)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1、 有關業者反映空櫃不足問題，因空櫃主要來源係以進口

重櫃和空櫃運回，但因航班不穩、塞港，空櫃未能回流，

經洽 CMA、長榮及陽明櫃場，8 月時櫃量確實吃緊，但

目前已有所改善。另因櫃場儲位有限，進口重櫃未提領

將導致後續貨櫃吃緊，亦請航商通知貨主加速提領，以

利後續空櫃使用。 

2、 貨主倘須延長貨櫃提領時間，建議可先行聯繫航商，因

櫃場主係聽從航商指示，並未有多加限制。至交櫃時間

放寬至結關日前 7 日部分，目前因船期不穩，應出口貨

物而未如期出口，導致櫃場壅塞，貨櫃裝卸作業效率下

降、加長拖車司機等候時間，因此為緩解相關狀況，部

分櫃場將貨物進櫃場時間，縮短至結關日前 3 天，相關

資訊亦已於 Line 群組通知。 

3、 另經洽櫃場，未有司機已到門口卻遭拒絕收櫃之情事，

櫃場相關資訊均會提前公告並周知拖車公司，因此司機

到場才被告知，與現場人員發生爭執部分，應屬個案，

建請遠東新世紀可再提供具體資訊，以利協助與個案公

司進行溝通，解決問題。 

4、 有關台聚集團反映短時間內須完成裝櫃部分，建議可以

專案和船公司和櫃場申請，避免將貨物積壓在公司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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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員負荷。調整結關日收貨時間係為避免櫃場和碼頭

壅塞所作之管控措施，以降低影響範圍、預防作業效率

下降等情事，如有特殊狀況，均能進行專案討論。目前

櫃場有透過網站或 app，提供櫃場相關資訊，建議相關

業者可事先下載，以做為安排貨櫃交提領作業之參考。 

5、 另內陸貨櫃集散站於 1-2 年內實有重大變革，由於櫃場

屬重資本投資，土地、機具購置等成本高昂，賺取報酬

有限且多項服務成本需自行吸收，致業者經營困難，選

擇退出市場。面臨變革為業者不得不採取之措施，後續

空櫃流向及相關因應措施，協會內部亦會再做思考與討

論，預為因應。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反映事項： 

1、 由於生鮮農產品多具時效性或季節性，特定節慶時有出

口需求，惟目前普遍面臨船班延期、運價高漲且報價更

新頻繁，貨物無法於指定期間送達客戶、價格亦不斷更

新，恐面臨訂單取消或轉向其他國家購買之情事，影響

農產品在國外市場之市占率。目前美西、加拿大、新加

坡、日本船班延期較為嚴重，然船班延期或轉換船班之

成本，多由業者自行負擔，建議航班延期，是否有合理

分險分攤機制。 

2、 另目前鳳梨、釋迦、蓮霧相繼被中國禁止，期航商能提

供冷藏或冷凍櫃艙位，協助農產品出口。 

捌、 會議結論： 

一、 印度航線出口需求部分，除請國籍航商盡量給予協助外，業

者可透過散裝貨船舶裝運，本局亦將偕同亞東石化張副總

與中國遠洋協調臺灣空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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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石化公會建議強化佈局印度市場部分，建議國籍航商

評估研議比照韓國成立小聯盟，協議輪流派船、共享艙位，

本局亦可協助推動或建立相關機制。 

三、 請經濟部工業局、進出口公會協助調查及整合印度、地中海

(含土耳其)及中東航線之每月出口需求，並於一周內提供本

局轉請國籍航商評估，本局將再邀集國籍航商召開專案會

議。 

四、 近期有散雜貨船載運貨櫃，協助滿足貨櫃運送需求，目前國

內正德海運亦有相關操作，惟考量散雜貨船須透過部分改

裝，方符合載運貨櫃之要件。本局規劃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

議研議可行性，建請船聯會秘書長協助整合相關資訊(如出

席人員建議名單、議題等)，以利後續開會事宜。 

五、 有關櫃場與司機溝通不良事宜，建請櫃場和貨主、船公司建

立聯繫管道，如遇有臨時狀況，可即時溝通協調，避免衍生

爭端。另請貨櫃協會向會員公司宣導，目前海運市場時值非

常時期，建請共體時艱，盡力協助貨物進出口裝卸作業順遂。

如貨主有特殊需求，可向櫃場和船公司申請專案協助。 

六、 危險品運送問題，先前國籍航商亦清楚表達，只要符合國際

規定，未有拒收特殊櫃和危險品情事，倘會員廠商或其他相

關公（協）會會員如有艙位取得困難情形，均可至本局官網

「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專區」填寫出口需求表單，俾利協助。 

七、 有關貨櫃集散站經營業業者退出經營部分，請貨櫃協會協

助評估可能衝擊影響，並瞭解是否有新業者投入或由既有

業者接手，後續將再與貨櫃協會共商，如有公部門可協助之

處，亦請一併告知。 

八、 運價部分，因我國採備查制，船舶運送業申報運價上漲，自

備查之日第三十日起生效，申報運價下降，自備查之日起生

效，如已簽訂運送契約，惟因船班延誤，其收取之運價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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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簽訂之價格進行運送，非為更新後之價格，倘有逾越備查

運價之情事，請提供相關事證供本局查處。另查國籍航商於

歐美航線所報運價雖未高於外籍航商，惟仍請航商合理反

映運價，運價變動不宜過度頻繁，並請遵守相關規定，近期

本局亦會派員至各航商公司瞭解運價實施狀況。 

九、 有關要求航商分攤船期延誤風險部分，因運送均有簽定運

送契約，倘裝船後延遲可明確歸責於航商，其相應之貨物運

輸保險應有相關約定，另農產品業者有特殊需求，可進行個

別條件議定。此外，考量生鮮產品保存具時效性，且目前海

運船班準點情形難以掌握，如海、空運運價差異不大，建議

可考慮改採空運方式出口，或透過採收及熟成期程等農業

技術問題，加以評估運送方式與期間。 

十、 鑑於近日疫情趨緩，經徵詢與會機關(單位)意見，本小組召

開會議頻率仍維持每月一次，未開會期間，本局仍持續提供

服務，如有相關意見或反映事項，可向航務組聯繫。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下午 12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