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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 世界港口业迅猛发展，其成长已经历了三代，有的

学者提出了第四代港口的概念并且开始了研究 ，伴随着港口

业的发展，港口的功能已从单一货运生产发展到提供综合物

流服务的阶段。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际贸易量显著增长，我国港口物流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机遇。但与国外港口物流业发展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国

外港口物流发展方式 国外港口物流发展大致经历了传统物流

阶段、配送物流阶段、综合物流阶段，而今进入到港口供应

链物流阶段。国外港口吞吐量较大的几个港口，在港口物流

建设上，也走在了世界港口物流业发展的前列。他们发展港

口物流的主要方式有： 建立“配送园区”、“分拨中心”等

物流设施。荷兰的鹿特丹港在提供物流设施方面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则将投资对象主要集中在港口设

施，投入大批土地用于各项配送设施的基本建设；法国的勒

哈佛尔、马赛，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美国的诸多港口，意大

利的热那亚、里窝那等都兴建了物流中心或物流园区，新加

坡在20世纪90年代建成了东南亚商品销售分配中心。 拓展装

卸主业以外的相关产业，特别是延伸内陆运输。鹿特丹参与

铁路等内陆集疏运以及内陆码头建设；汉堡港在波茨格铁路

公司拥有40%股份，还和匈牙利铁路公司等合资经营集装箱



快邮公司和内陆货运站；有的港口在港区内建立木材加工企

业或参加欧洲环境技术中心的回收利用项目等。 合资组建第

三方物流企业。如新加坡港务有限公司与中国招商集团共同

组建“招商新加坡港务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物流服务

，从库场管理到配送，并在中国各地组建了几个地区性配送

中心。 向国际化、规模化、系统化发展形成高度整合的“大

物流”、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的“增值物流”、打造技术密

集型的“智能港”以及发展“虚拟物流链控制中心”是当前

港口物流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港口进军物流业的主要目

标在于，增强竞争能力，保护已有业务，巩固和扩大现有货

源，挖掘新货源。港口在提升主业的同时，积极从事非装卸

领域的业务，港埠企业以合资或合营方式，经营储存、加工

、包装、配送服务或内陆运输业务，也可以与其他企业合资

建立第三方物流公司，提供全程物流服务，将港口传统业务

到融合进了现代物流业务。 我国港口物流的发展现状 我国拥

有1.8万km海岸线，11万km内河航道，承担着9%左右的国内

贸易运输和85%以上的外贸货物运输。到2007年底，全国港口

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3500多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200

多个。2007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64.1亿吨，同比增

长15.1%。有上海港、宁波港、广州港、深圳港、天津港、秦

皇岛港、青岛港、大连港、苏州港、南京港、日照港、南通

港、烟台港、营口港等14个亿吨大港。至此，在世界排名

前20位的国际港口中，我国已占有10席位置。与此同时，集

装箱吞吐量成为我国港口经济的最大亮点，2007年港口集装

箱年吞吐量突破1亿标准箱，达到1.127亿标准箱，同比增

长20.4%，居世界第一位。专家预测到2010年，我国港口年吞



吐量将达到81亿吨,集装箱年吞量将达到1.4亿标准箱。我国已

经成为世界上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国家。 2003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标志着我国港口管理步

入了以法行政、以法治港，港口管理迅速与国际接轨的历史

新阶段。2006年9月，交通部为进一步优化沿海港口布局，合

理有序开发和利用港口岸线资源，加强国家对港口规划和建

设的管理，颁布了《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标志着中国

沿海港口建设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港口下放

、区港联动和港口体制改革，推动了港口发展新一轮热潮。

各地方政府正抓住机遇，纷纷提出以港兴市的发展战略。 港

口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和窗口。我国对外开放的港口

已有140多个，已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海运协定。已有30多个

国家近百家境外航运公司获准在中国港口开辟集装箱班轮航

线。 我国港口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港口物流，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推

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国外港口相

比，不论在物流意识还是在物流软、硬环境上，都有不小的

差距。其存在的问题如下： 港口物流业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是国际化、市场化、现代化程度低，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的适应度不足。如：200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为45406亿

元，同比增长18.2%。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8.4%

，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出近一倍，反映出我国物流仍处于

十分落后的状态，物流成本过高，而港口物流处于同样的状

态，港口的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均达不到国际港

口的先进水平，港口物流的水平往往是一国物流总水平的主

要标志。 港口的基础设施薄弱，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主要



表现在：一是港口的集疏运网络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发达国家集装箱铁路运输占全国铁路货运量的比重

在30%-50%。而我国集装箱铁路发送量2005年仅占2.2%，2006

年为2.6%。发达国家海铁联运的比重达20%-40%，而我国海

铁联运比重仅占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1.5%左右。铁路集

装箱运输已经成为港口集疏运的瓶颈。二是深水航道、大型

码头不足，已不能满足船舶大型化发展的需要。 信息化服务

水平较低。我国沿海港口和大型港口的信息化投入较高，但

是信息化服务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国际客

户需求。港口物流信息系统的功能在港口物流所涉及的相关

行业部门中缺乏协调性和共享性。 港口间发展缺乏协调性，

联盟程度低。各港口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不能及时互相了

解最新的港口物流知识和理念，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另一方

面，也降低了区域整体物流实力，减弱了竞争力。 港口物流

的专业人才匿乏。港口物流的专业人才极其匾乏，而且普遍

缺乏现代物流意识，这同时导致了专业化物流服务方式有限

，物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善待提高。 发展我国港口物流的

建议和措施 在总结国外港口物流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港口物流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建议和措施： 用科学

发展观指导港口现代物流的发展。我国港口现代物流发展的

制约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每一种

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因此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港口现代

物流的发展，解除存在的制约因素，寻求全面、协调、可持

续港口现代物流发展的最优化十分必要，具有现实和长远的

战略意义。 加强港口的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利用条

码技术、数据库技术、电子订货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快速



反应及资源管理系统等信息技术，建立覆盖港区生产流通和

仓储运输企业的网络平台，使港口具备物流信息港的功能，

实现各企业、客户和有关管理机构的信息充分互联，形成港

口与港口、港口与海关、港口与货主、港口与承运商相互连

接的有机整体。 拓展港口物流业国内外战略联盟。战略联盟

是企业间利用股权参与或契约方式形成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具有市场和企业的双重优势。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港口

物流战略联盟，如横向联盟（包括港港联盟、航航联盟等）

和纵向联盟（包括港货联盟、港航联盟等）。港口企业可以

通过市场运作、兼并、并购股权和投资等手段，扶持和发展

一批有经济实力、能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运作、网络结构合理

的物流企业、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加速物流网点建设。 加

强港口物流人才的培养。我国港口十分缺乏物流方面的专业

经营管理人才，这种状况不利于发展港口综合物流服务产业

。因此，必须采用多种途径培养和引进具有良好货物和货运

知识。掌握现代物流经营管理技术方法，尤其是电子信息技

术的物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加快我国港口物流发展。一方

面积极开展对港口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既要培养熟悉港口

物流管理理论的中高级物流人才，也要培养各项具体工作的

操作人。另一方面要实行柔性的用人机制，多渠道、全方位

地引进人才为港口物流的发展其定坚实的基础。最后还要调

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有针对性的对企业员工进行继续教育和

职业培训。 加强软环境建设。主要从四方面入手。一是最大

限度地争取保税港政策。二是加强口岸协调力度，深化港口

物流的服务理念。三是优化口岸政策法规环境。四是实施优

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航运管理政策吸引船公司。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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