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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起步和培育

阶段，到1990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仅为156万标箱，平均

每年增长不到10万标箱。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步伐的加快，国际贸易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集装箱港

口进入了布局调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集装箱吞吐量实

现2340万标箱，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00万标箱。 进入新世纪，

随着经济、贸易和技术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在我国经济贸易

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集装箱化率提高三大动力的驱动

下，集装箱运输显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02年，我国大陆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实现3721万 标箱，位居世界第一。到2006

年实现9361万标箱，2007年跨越1亿标箱，高居世界第一，平

均每年增长超过1100万标箱，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 展望未

来，我国集装箱运输在近期内仍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但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集装箱运输

市场的进一步成熟，适箱货源的增长将有所降低，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增长速度将有所减缓。 我国集装箱港口发展机遇与

挑战并存，任重而道远。根据国际集装箱运输发展态势、我

国的发展需求以及目前的重要问题，我国集装箱港口的发展

方向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优化配置港口资源 积极调整港

口结构 船舶大型化和运输规模的扩大不断促进世界集装箱运

输航线和港口结构的调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不可能长期

保持高位增长。因此要进一步要加强对集装箱运输和港口发



展规律的认识，统筹做好港口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

认清港口在未来运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区域间及港

口间的协作和合作，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避免

盲目追求贪大求洋和恶性竞争。 大力推进海铁集装箱多式联

运 在我国沿海大型集装箱港口的集疏运系统中，铁路承担的

份额平均不足1%，对港口的运行效率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造

成严重制约。随着铁路能力的提高和铁路集装箱的发展，积

极推进铁海联运不仅是进一步发展集装箱港口的重大举措，

也是铁路集装箱发展的必然需求。要加快解决铁海联运的运

输组织、单证信息、基础设施和口岸环境等问题，加强港口

与铁路合作，促进综合运输体系的协调发展。 充分利用内河

航运资源发展集装箱运输 内河航运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的比较优势，但却是我国水运行业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

发展潜力巨大。今后要在有条件或可以创造条件的地区优先

发展内河集装箱运输，充分利用内河航道建立大型港口的集

疏运通道网络。特别是长江干线、长江三角洲、大运河、珠

江干线、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内河航运条件。要

积极采取各种鼓励政策措施，率先实现内河集装箱港口和运

输的现代化。 积极发展水路内贸集装箱运输 我国具有十分优

越的沿海和内河运输条件，水路内贸集装箱运输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内贸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已从1998年的60万标箱增长

到2006年的近2000万标箱。今后要充分利用沿海与内河运输

通道，加强与铁路内贸集装箱运输的多式联运，促进内贸航

线与外贸支线的一体化，规范内贸运输市场，加强内贸集装

箱运输的标准规范工作，不断健全和完善内贸集装箱运输体

系。 强化自主创新 加快技术创新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加



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在新世纪社会经济

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交通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后要加

快集装箱港口的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开发新工艺、新装备、

新系统，加快数字网络、无线射频、卫星定位、人工智能等

技术应用与集成，提升港口建设、运营、管理的信息化和智

能化水平。 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 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交通行业，促进集

装箱港口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今

后要从结构上、技术上和管理上挖潜，抓紧抓好集装箱港口

的节能减排工作。要全面贯彻安全发展的理念，加强供应链

安全和港口保安工作，加强危险品运输的安全监管工作，加

强事故应急反应体系建设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