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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8_AF_E5_c31_37674.htm 日前，由中国国际海

运网和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共同发布的中国港口综

合竞争力排行榜报告显示，我国港口区域经济差异十分明显

，总体上，南部港口经济先声夺人，东部港口经济异军突起

，环渤海经济圈港口经济奋起直追。同时，港口基础设施、

集疏运体系和港口现代物流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地方保护

主义仍然存在，阻碍港口经济的发展。 港口经济特色各异 中

国港口综合竞争力排行榜研究数据依据迈克尔&#8226.波特的

竞争优势和经济学原理，划分5个层次，设立13个指标，利用

统计学软件排序，从中国60个港口中遴选出中国最具竞争力

的10大港口。其5个层次分别为：投资趋势、吞吐量、港口作

业能力、港口财务状况和港口自然条件。5个层次所包含的13

个指标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港口投资、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港口货物吞吐量、港口航线、港口装卸率、港口桥吊、

港口泊位、港口靠泊艘次、港口总资产、港口总利润、港口

吃水和港口区位优势。 通过港口综合竞争力排行榜报告，业

界人士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港口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

在我国1．8万公里海岸线已形成竞争特色，即效益型、国际

化、民营化、进取型、创新型、政府型、潜力型和保守型港

口等。该报告对中国港口综合竞争力排行依次为：上海港、

深圳港、青岛港、宁波港、广州港、天津港、厦门港、大连

港、连云港港和营口港。 该报告分析认为，上海港依靠自身

的经济实力，内衔长三角、南连珠三角、北接环渤海、西贯



长江黄金水道，东扼釜山、仁川，成为中国头号大港。深圳

港的地理位置、投资结构和合理权益，为其带来了效益，为

中国港口实现效益做出了榜样。创新，则使青岛港在北方保

持着明显优势。进取，使广州港竞争力不断增强。民营经济

给宁波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2008年奥运会则给天津

港带来商机，令政府倍加关注和呵护天津港。处于台海经济

中心的厦门港，因势利导，其竞争力日益增强。大连港自然

条件好，但缺乏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和市场意识，保守发展

使其日渐落伍。连云港港的吞吐量去年曾出现井喷式增长。

营口港则保持多年高速增长，是具有潜力的港口。 该报告认

为，上海港是最具国际化竞争力的港口。上海港在13项指标

中，11项指标排名第一，一项排名第二，惟一劣势是上海港

的区位指标。上海港一直保持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与上海市

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紧密相关。临港工业的互动以及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的推动，外资、外贸、外商和国际航线都是上

海港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上海港正在快速向成熟的国际性港

口迈进。 深圳港被评为最具效益竞争力的港口。在13项指标

中，深圳港两项指标排名第一，两项指标排名第二，六项指

标排名第三，竞争力最不占优势的是深圳港的货物吞吐量，

但是这一劣势却被深圳港强大的集装箱吞吐量所弥补。作为

珠江三角洲的龙头型港口，深圳港近几年的发展主要是以珠

江三角洲和香港为依托，逐步建设成为效益型港口，在单箱

成本、单吊成本、单箱收费、效率和利润等方面形成核心竞

争力。 最具创新竞争力的港口是青岛港。青岛港依靠其创新

精神，充分发挥电子化优势，利用山东省作为强大经济腹地

，为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青岛港集港口大型化、深水



化、专业化和信息化于一身，研发创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是其竞争优势所在。 最具民营化竞争力的港口是宁波港。该

港利用自身优势，冲破各种阻力，借助民营资本，成为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一部分。宁波港积极调整战略目标，与

舟山港强强联手，建设“宁波舟山”一体化工程。民营经济

所具有的信息灵、转向快、效率高的特点在宁波港体现得淋

漓尽致。 在报告中，广州港被评为最具进取型竞争力的港口

。而最具政府支持型竞争力港口是天津港。厦门港作为台海

型港口，其发展是台湾海峡两岸经济的晴雨表。大连港由于

观念的落后和行为的保守，被评为最具有保守性的港口。连

云港则属于爆发式增长的港口。 被评为最具竞争力潜力港口

的营口港，由名不见经传的河口小港转向临海港口，从1995

年到2006年上半年，每年保持高速发展，发展速度高于辽宁

省和全国平均速度。无论从港口产权结构，还是从区位优势

和竞争战略来看，营口港潜力巨大，竞争实力不容忽视。 地

方保护主义阻碍港口经济发展 专家通过研究发现，全国港口

基础设施、集疏运体系和港口现代物流建设存在严重问题。

他们建议建立一个竞争的统一市场。 报告认为，全国港口生

产能力仍然滞后于吞吐量发展，2006年设计通过能力不足实

际吞吐量的90％；结构性矛盾突出，专业化集装箱码头泊位

和一线库场不足，不能适应干线运输的发展。 同时，集疏运

体系瓶颈制约港口经济发展。铁路的布局不适应运输发展；

以铁路集疏运为主的大宗散货中转基地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

足，港外铁路配套设施不完善。公路网络不健全，港区内、

外缺少干线支持，主要高等级公路未接入港区，交通压力过

大，港、城间交通的瓶颈现象严重；公路等级低、通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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