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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港口建设进入智慧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港口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转型升级，在大型化、智能

化发展方面处于全球引领地位

桥吊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集装箱从货轮上取下，放
在 AGV（自动导航运载车）上，AGV 小车开到堆场，再由
塔吊一个个将集装箱卸下⋯⋯在我国第一个全自动化码
头福建厦门远海码头 14 号泊位，集装箱卸载作业正在有
序进行。然而，在这样繁忙的场景下，记者却没有发现一
个工作人员。

“自动化码头全套系统均由我国独立自主研发，而且
是在原有码头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对于在全国推广有
重要的示范意义。”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师
陈继文说，全自动化码头能够全天候生产作业，操作人员
只需看着屏幕、动动鼠标就能全程监控，总用工数只有过
去的 5%。陈继文说，在大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这一
全自动化码头还将向智能方向发展，成为智慧型的码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港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加快转型升级，在大型化、智能化发展方面处于全
球引领地位。”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柳鹏表示，在大
型化方面，目前我国亿吨大港数量总共达 34 个。而随着
厦门、青岛、上海等地一批全自动化码头的建设，我国港
口发展开始进入智能化阶段。

硬件建设只是码头发展的一部分，海事、物流等方面
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码头建设的重要标准。在码头建设
迈向智能化的同时，闽粤桂三省的港口在优化“智慧海
事”、完善“智联航运物流”方面也下了功夫。

福建海事局实行了一系列行政审批新举措，建立了“互
联网+”新型通关模式，大力推进福建自贸区“单一窗口”建
设，推行“电子申报、远程审批”“无纸化办公”等服务。“90%
的船舶使用互联网申报，各项行政审批的办结时限平均缩
短了5个工作日。”福建海事局副局长李恩东介绍。

同样，广州港务局也在积极开展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升级改造和“智慧海事”建设。南沙港区以“智慧口岸”为
重点的贸易便利化促进体系在全国形成示范，率先推出
的“互联网+易通关”“智检口岸”“单一窗口”2.0 版等政策
使平均通关率提高 50%以上，形成南沙“智慧口岸”品牌。

针对“单一窗口”不能支持 24 小时通关模式的问题，
广西海事局开发了船舶联网核放电子签章系统，实行“海
事电子认证通关”。广西海事局局长黄军根表示，“该功
能基本解决了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查验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实现了 24小时通关，进一步提高了通关效率”。

在优化通关效率的同时，各地还出台多项措施，提高
运输效率，完善集疏运体系，努力打造国际航运中心。

为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广州港积极开拓国内外
集装箱航线。据了解，截至 2017 年 5 月底，广州港已开通
集装箱航线 192 条，其中外贸班轮航线 87 条，内贸航线
105 条，成为华南地区非洲航线枢纽港、国内最大内贸主
枢纽港，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居全国首位。

对内，江海联运、铁水联运则成为优先的选择。“实行
江海、铁海等多式联运是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最突出的
优势，目前已实现全港水上驳船支线覆盖整个珠江-西江

流域江海联运网络，同时又积极构建铁水联运枢纽，形成
了辐射广泛的内陆‘无水港’网络。”广州南沙港区管委会
副主任潘玉璋表示。

产业化——

港产融合支撑经济发展
港口加快资源整合，发展以港口为枢纽的

联运业务，拓展经济腹地，一系列“港产城”“港

区城”联动发展模式不断涌现

如今，港口已经不仅仅是货物的集散地，随着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港口加快资源整合，发展以港口
为枢纽的联运业务，拓展经济腹地，一系列“港产城”“港
区城”联动发展模式不断涌现。

“虽然我们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去年南沙邮轮旅客规
模已经跃居全国第三位，成为全国增速最快的邮轮母港。”
广州港国际邮轮母港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深圳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记者发现这里还设有
香港国际机场值机柜台。“从这里乘船 30 分钟就可以到
达香港国际机场，而且各种通关手续都可以办，效率高，
吸引了大批国外游客。”太子湾邮轮母港相关负责人说。

而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更是提出“船、港、城”三位一体
综合开发，高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均衡前后方资源，
以保证国际邮轮母港的可持续发展，带动区域产业升级。

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各大港口均把邮轮产业定为新
增长点，邮轮运输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14 年我国港
口接待邮轮 466 艘次、旅客 86 万人；2016 年接待邮轮 961
艘次、旅客 218万人，年均增长 44%、59%。

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创造的“前港-中区-后城”的核心
商业模式更是对港产融合、港城融合的一大创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林
介绍，早年，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满足原材料和产品进出
的需求，“招商局在蛇口的第一项最大投资就是建设港
口，我们称之为‘蛇口模式 1.0’”。

有了港口，再加上通路、通水、通电，招商引资的条件
就具备了，港口后面的产业园区逐步形成。这个阶段招
商局的收入来源是租地收入、供水供电等工业配套服务
收入和税收。这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2.0”。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产业的聚集，蛇口已具备完善的
城市功能和连通国际的创富平台，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化
的滨海新城。招商局在蛇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变成社区运
营、园区运营和邮轮运营。这被称之为“蛇口模式3.0”。

“蛇口模式”为港口更好地服务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
良性互动范本，港口生态系统已见雏形。

福建则通过科学规划港口布局，合理引导产业投资，
在沿海形成一批临港产业园区。宁德福安湾坞千亿不锈
钢产业集群、罗源湾北岸百亿冶金城、罗源湾可门煤炭矿
石储备中转基地等新型临港产业集聚区蓬勃发展。

为将“港区城”模式效应最大化，港口也不断创新行
政管理体制。广西在北部湾沿海 3 个地市港口一体化运
营的基础上，整合3个地市的港口行政管理职能，实现了对
广西沿海港口资源的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探索“港产
城”联动发展模式。“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依托北
部湾港口地理优势，以税收低、物流方便、财政补助等吸引
了一批科技金融产业、高新技术项目落户园区。”该园区办
公室副主任吕勇介绍。

国际化——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和优

先发展领域。“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

使得各个港口纷纷加大国际合作力度

“我们 90%以上的产品，通过海运销往世界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广东奥马冰箱公司事业部总监赵朝阳说，
在广州南沙港开通了到土耳其的直航后，奥马出口到土
耳其的船期缩短到一个月以内，货运费用更是节省一半。

广西鑫德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红亮对
此也深有感触。他们主要生产 3D 曲面钢化玻璃膜，工
厂所在的中马钦州产业园离越南的客户只有几十公里，
出口更加方便。

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和优先发展领
域，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提供了支撑和保障，是“先行
官”。“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使港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目前的状况和当年的蛇口
类似，招商局因地制宜，在海外直接复制升级版的‘蛇口模
式4.0’，同步开发‘前港’‘中区’和‘后城’。”张林说。

吉布提是“蛇口模式 4.0”在海外第一个落地的国家。
招商局入股吉布提港后，新建设一个港区，规划建设一个自
贸区，将老码头地块用于城市开发打造新的商业中心，通过

“前港”“中区”“后城”同时开发，完善吉布提的产业布局。目
前，“蛇口模式”已在吉布提、斯里兰卡等“海上丝路”沿线城
市推广，并布局投资19个国家和地区49个港口。

在深圳西部港区保税港区里，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粟拿起一个快件，上面的收货地址是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这可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学生在中国海淘的东西。”王海栗笑着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人员、物资交流往来更加频繁，各个港口为此纷纷加
大了国际合作力度。

“广州港已与世界 38个港口建立友好港合作关系，计
划到年底，朋友圈成员增加到43个。”广州港务局副局长袁
越介绍。广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参与中国钦州
和马来西亚关丹“两国双园”投资开发，成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先行探索。目前，广西北部湾港已经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多个港口通航。

“我国港口发展的成就很让人自豪。不过要全方位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厦门港口管理局
副局长陈一端说。“就拿海事仲裁来说，现在很多海事纠
纷，尽管是发生在我们的港口和海域，但都习惯跑到伦敦
去仲裁。”陈一端表示，这是因为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在海事培训、船舶经纪、法律等方面已形成了巨大优势。

“虽然差距大，但我们有信心把港口做大做强，打造
成国际航运中心。”陈一端说。近年来，厦门仲裁委员会
东南国际航运仲裁院、福建电子口岸等的建设，使厦门港
港口功能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下一步，厦门港将从
完善金融服务、提高航运调解能力等方面加强软件建设。

我国港口的建设速度、规模

等方面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发

展后劲也比较足。在自豪和自信

的同时，港口的建设者和经营者

们也要保持清醒，记者经常听到

“不能急”“要有耐心”“要踏踏实

实一步步走下去”的话语。建设

的脚步不能停、追赶的心态不能

急 ，已 经 成 为 当 前 港 口 建 设 的

共识。

脚步不能停，因为经济建设

离不开港口。港口是沿海地区经

济发展重要的推进器，无论是进

出口外贸物流，还是依托港口的

各种工业园区，其发展都离不开

港口。当前，港城融合、港产融合

越来越成为沿海地区的选择，港

口在提升地方经济实力、完善产

业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

进一步加强建设，才能为经济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也需要港口进一步发力。海运

作为运量最大、运费最低的大规模

运输方式，是“一带一路”尤其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支

撑。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火

热进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交流合作日趋紧密，大量人力、

物资等的交流，都需要依托港口来

进行，港口要服务好“一带一路”，必须要进一步加快建设

的步伐。

然而，建设一流港口、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建设者心中要

有长期规划，不能单纯求快，追求短期目标。

首先，作为基础设施，港口是开展其它经济活动的

基础。港口建设投资大、规模大、标准高，对投融资模

式、建设施工、质量监管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建设过

程中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整体谋划，认真施工，打造百

年工程。

其次，环保是港口建设的红线。海洋是未来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开发

建设的重点。在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要摒弃以前重效益

轻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从实际来看，各地都大

大提高了环评的标准和力度，虽然客观上减缓了建设

的速度，但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不可少。

再者，我国港口虽然在数量、规模等方面已经全面

突破，但是与国际大港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软件方面的

差距仍然很大。国外大港口的领先地位是经过数百年

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并不是短期投钱就可以轻松实现

赶超的，需要耐下心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各个方

面逐步积累。

当前，我国港口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但要想实

现全面领先，必须要放弃急功近利的想法，一步一个脚印

地完善软硬件设施，积极引进人才，加强与国际传统优势

港口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建设和标准制定

能力建设。此外，还要提高竞争意识，利用市场化手段来

调节各个港口之间的关系，梯次布局、形成合力，共同提

升我国港口的综合实力。

“国际航运中心”离我们并不遥远
——闽粤桂港口建设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明

据统计，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

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

中国港口均占七席。港口的快速发

展，体现了大国风采，成为国家崛起的

战略支点。

港口建设对于沿海地区发展至关

重要。当前，我国港口建设发展呈现

哪些特点？如何发挥好港口作用支撑

经济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近

日，本报记者随交通运输部组织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口行采访

团赴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进行了采访

调研。

阅 读 提 示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入口。园区依托北部湾港口地理优势，以税收低、物流方便、财政补助等吸引了一批科

技金融产业、高新技术项目落户园区。

心不能急

步不能停
代

明

位于福建马尾的福港集箱青州港区。

厦门远海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国内第一个全智

能、零排放、安全、环保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深圳市航运集团蛇口至外伶仃直航仪式近日在蛇

口邮轮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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