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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港 四 变

本版编辑 刘 佳 向 萌

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夏德崧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变聪明”的第一步是码头技术工艺布局的

突破，这不只是版本迭代那么简单。

目前国内已建成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主要

技术工艺源自国外，其特征是：码头的轨道布

置方向与海岸线呈垂直布局；外部集装箱卡

车、内部的水平运输设备等都不进入堆场，在

场地的两端进行装卸作业，场地里面只有自动

化的龙门吊作业。

天津港研发的集装箱码头是全新的 2.0 版

本：从码头的工艺布局看，完全与人工集装箱

码头接近，码头堆场的布置形式与海岸线平

行；外部集装箱卡车、内部水平运输设备均采

用水平运输方式。这种工艺简称为“堆场平行

岸线布置+边装卸”布置模式。

自动化码头 2.0 版本的工艺好在哪？天津港

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杨荣

介绍，每次从船上卸一个集装箱运离码头，传

统自动化码头平均需要吊装 6 次：把集装箱吊

装到岸桥平台解锁，再从平台吊装到自动导引

小车上，小车运输到堆场端头，再由轨道桥在

堆场多次吊装接力。而自动化码头 2.0 可由岸桥

直接将集装箱吊到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上，机

器人与外部集装箱卡车均可直接开进堆场，场

桥只需 2 次吊装即可完成相关作业，一共仅需

3 个吊装动作。

从“6 到 3”的进步，让智慧码头保证效率

的同时，并节能 25%。

站在 6 层楼高的天津港集装箱公司自动化

操控中心，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建指着远处一排

蓝色岸桥说：“1980 年公司刚成立时，天津港的

集装箱年吞吐量仅 1.6 万箱，相当于现在自动化

码头一天的吞吐量。自动化升级后，码头整体

作业效率提升近 20%，单箱能耗下降 20%，减

少人工 60%以上，综合运营成本下降 10%。”

“变聪明”的港口大大降低了场、岸桥司机

的作业难度。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操作部最近新组建了业内罕见的彩虹司机班

组，11 名操控司机均是女性，平均年龄 34 岁。

“过去，不论刮风下雨，男司机都要穿着笨

重的工作服，爬到 40 多米高的场桥驾驶室 24 小

时作业。如今，经过自动化改造的场桥实现远

程智能操控，女司机可以像白领一样坐在办公

区，在电脑上操作，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彩虹

司机班成员冯旭说。

全新的码头，需要综合运用 5G、云计算、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调度、智能

操作、智慧交通等在内的集成系统。怎么办？

天津港又在北疆港区 C 段启动了“智慧零碳”

码头建设。2020 年开始，天津港牵手华为共同

开发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的水平运输系统，

又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合作，利用北斗导航

开发自动化码头的新一代智能水平运输机器

人 （ART）。

“那时新公司的办公楼尚未建成，联合攻关

团队的年轻人，经常通宵在临时搭建的集装箱

房子里做论证和测试，累了大家就席地而睡。”

杨荣说。

经过 21 个月的努力，攻关团队相继攻克了

13 项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形成 76 项发明创新。

2021 年 10 月，北疆港区 C 段正式投产运营。今

年前 5 个月，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每个月吞吐

量的增幅都在 20%以上。

这个智慧码头厉害在哪？它是全球首个实

现车路协同超 L4 级无人驾驶在港口规模化商用

落地的码头，拥有全球首创自主研发的“智能

水平运输系统”、全球首创“单小车岸桥+地面

解锁站+水平堆场”的自动化码头工艺，而且

这些应用的核心关键技术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从造价看，传统自动化桥吊每台重约 2500

吨，北疆港区 C 段的桥吊只有约 1400 吨，再不

需要像传统自动化码头那样埋磁钉导航，码头

的整体造价成本大幅降低。

在天津港，“创新”成为各个子公司共同的

关注点：

天津港远航国际矿石码头有限公司，全力

攻关散货码头智能化改造新技术，一期项目计

划今年 9 月底改造完成，作业线平均效率有望

提升 10%以上；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自动驾驶

示范区二期启动运行，目前 6 台自动化岸桥、

8 台自动化场桥改造完成，建起了数字化的集

中控制中心。

转型：港区变得更绿色

沿着天津港北支航道一路前行，数不清的

彩色岸桥、闪亮的光伏发电板和雪白的“大风

车”在碧海蓝天映衬下格外美丽。

寻常码头难见的风力发电叶片为何在这里

出现？这要从港口业能耗的特性说起。

拥有大型机械设备、接纳众多货轮和车辆

往来穿行的港口，是环保和能耗的焦点区域。

2021 年初，天津港集团开始“两条腿”走路，

从陆地和海岸两侧落实“双碳”目标，一边强

调对新建码头、岸电设备、空调设备的碳排放

要求，一边对存量码头和港区的环保改造升级

进行“一盘棋”考虑。

2021 年底，随着 2 台风机叶片缓缓启动，

全球首个“零碳码头”——天津港北疆 C 段码

头的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开始并网发电，通过风

电、光伏发出的绿色能源，源源不断地供给着

办公和码头生产。

目 前 ， 天 津 港 第 二 集 装 箱 码 头 公 司 实 现

100%使用绿色电能、“绿电”100%自产自足，

码头能耗较传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下降 17%，

实现在能源生产和消耗两侧的二氧化碳零排放。

比起作为“增量”的绿色码头，让存量码

头和港区“变绿”更可贵。

天津港是“北煤南运”的重要港口，南疆港区

主要有煤码头和矿石码头公司。车行驶在天津

港南疆港区，路面干净平整，两侧绿草如茵，见不

到散货码头常有的大货车、矿渣和粉尘。

“过去，这里是白汽车开进来，黑汽车开出

去，员工上班从不敢穿浅色衣服。”天津港远航

矿石码头公司技术部经理张有旺说。

带来这些粉尘的“元凶”是汽运煤。一辆

辆运载煤和矿石的重型卡车穿梭于港区和内陆

之间，给沿途各地带来粉尘污染，引发的交通

拥堵和安全问题更是令人揪心。

改变的难点在于汽运煤带来的收益毕竟不

少：散货码头靠汽运煤可以轻松做大规模，迅

速提升企业效益。砍掉汽运煤、增加环保投

入，不但要舍掉短期利益，还要“倒贴钱”，这

么做值得吗？

“我们不能因为汽运煤的利益牺牲整个港区

的绿色发展大局，天津港要担起京津冀‘蓝天

保卫战’的环保责任。”褚斌说。

2017 年开始，天津港下决心关停汽运煤。

煤码头公司先投入 1 亿多元完成翻车机地坑喷

淋系统、沿线皮带配重区域封闭、完善传送带

喷淋设施等环保改造，后又追加投资 9000 余万

元建成防风网工程，让装卸过程中产生的烟尘

无处逃逸。

天津港煤码头公司副总经理关坤说，2017

年 4 月，公司率先在全国港口中全面叫停汽车

运煤，推进大宗散货由公路运输转为铁路运

输，由散货运输转为集装箱运输。

关坤算过账：通过“公转铁”“散改集”运

输方式转型，天津港每年减少柴油车运输 200

万次以上，调整运输结构之后的物流成本也有

明显下降。

记者在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的 S26 泊位看

到，岸边的桥式抓斗卸船机正用巨型抓手快速

将货船上的矿石卸到皮带机上，长长的皮带将

矿石送到堆场。在堆场经过海关部门检验后，

矿石就可以运出港区了。

过去，卡车运输矿石，粉尘污染较大。如

今，通过连运设备，把矿石卸载到火车车厢里

就像水车抽水一样方便。站在 30 多米高的装车

楼下仰视，堆取料机先将矿石“卷”到皮带设

备上，再由皮带设备一路封闭传输到装车楼，

矿石从装车楼投放到火车车厢里运走，整个过

程实现了“运矿不见矿”，全封闭式的装卸方式

避免了粉尘扩散。

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公司副总经理王志鹏

说：“矿石码头还设置了固定雾炮塔，需要时

可进行全覆盖式的洒水抑尘。目前，公司共购

置移动式射雾车、洒水车、吸扫车、清扫机械

等 30 余台，负责全天候全区域洒水抑尘和清

扫保洁。”

为保证这些新购置的环保设备精准运转，

天津港还在全港安装国内港口首个生态环境大

气智能监测平台，建设 174 个监测点，实现 24

小时全程动态预警监控。

彻底砍掉汽运煤之后，在天津港每年超亿

吨 的 进 口 矿 石 中 ， 铁 矿 石 铁 路 运 输 比 例 达

65%，位于全国港口前列。截至 2022 年，天津

港煤码头公司、远航矿石码头公司均获得绿色

港口四星级评价，南疆港区的路面更整洁、草

木更茂密，附近居民的笑脸更多了。

港区陆地一侧的绿色运输变化令人欣喜，

海岸一侧的污染如何治理？

船 舶 停 靠 码 头 ， 通 常 要 船 机 供 给 船 上 用

电，即便使用低硫油，全港口的船算下来，污

染仍不小。如何解决？岸电，是天津港集团给

出的解决方案。目前，天津港自有港作船舶以

及具有受电能力的来港作业船舶，靠港期间岸

电使用率达 100%。

针对南、北疆港区内含油污水、船舶洗舱

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天津港建成污水处理

厂，设计处理能力合计每天 5800 吨。

“南、北疆污水处理厂排口均安装有在线监

测设备，与生态环境局联网。集团还落实湾长

责任制，做好入海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及海岸线

周边清理整治，直排海污染源 100%达标。”天

津港集团安全环保部副总经理范景民说。

如今的天津港“一港六区”水清滩净，鱼

鸥翔集，如渤海湾的一颗颗“生态明珠”熠熠

生辉。

协同：“一亩三分地”变成国际枢纽

如果说“变聪明”和“变绿”是天津港人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体现，那么在着力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天津港又如何抓住机遇、

谋局落子？

思想的转变，在竞争激烈的港口业并不容

易。曾几何时，不论是环渤海沿岸，还是长三

角沿岸和珠三角沿岸，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因业

务同质化引发的码头间乃至港城间的无序竞争。

“我凭什么不能做这个湾区港口的老大？”

“既然有岸线的地方都能建港口，凭什么走他那

里？”这些现象的实质，是对自身定位不明晰。

一直以来，天津港人耳熟能详的是“天津港

是天津市的核心战略资源和最大优势”。但是，

“天津港在环渤海乃至全国扮演何种角色”，这一

关键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明确答案。

2019 年 1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港码

头考察时强调，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

建“一带一路”。这使天津港在国家战略中找到

了新的方向。

之后，中央和天津市两个层面进一步明确

了天津港新的发展定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天津港四大定位：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服务“一带一路”的重

要支点、陆海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现代化的

国际航运枢纽。天津市成立了推进天津北方国

际航运枢纽建设领导小组，加快推进世界一流

港口建设。

自此，天津港人跳出渤海湾的“一亩三分

地”，摒弃“同质竞争”思维，将海运枢纽的价

值发挥到最大。

2019 年 8 月 21 日，天津港集团成立雄安服

务中心，开通“绿色通道”，打造雄安新区最佳

出海口。

面对广阔腹地，天津港集团建立了遍布京

津冀的营销服务网络。天津港服务营销网络河

北区域总部经理高远说，目前，天津港已在京

津冀地区建立 40 家“阳光物流”直营 （加盟）

店，开通天津港至高邑、平谷等地的班列，力

求为企业节约综合物流成本。

近年来，天津港率先调整业务结构，全力

发展集装箱干线业务。与河北港口集团共同出

资，组建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资本

为纽带，促进津冀港口协同；与唐山港集团合

资组建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

在协同发展背景下，天津港海上枢纽门户

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汽车产业

的出海口。

为支持汽车产业发展，天津港汽车滚装码

头已实现 3 次升级，堆场面积扩大至 25 万平方

米。随着海嘉码头投用，作业岸线扩充至 1100

米，具备接卸 7 万吨级滚装船的能力。

在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记者看到“长盛

鸿”“长兴隆号”滚装轮正在进行汽车装卸作

业。25 万平方米的堆场上停放了数千辆汽车，

既包括从广州北上的品牌汽车，也有准备南下

的品牌汽车。据了解，该码头日汽车装卸量超

过 4000 辆。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让天津港

意识到协同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疫情的影响下，陆上交通受限，全国主

要港口的吞吐量均受影响。一方面是国内发往

海外多条航线的集装箱运输大幅涨价，另一方

面却是港口行业受到诸多限制不能涨价，只能

坐看外贸船务公司“躺赚”。如何统筹疫情防控

和自身发展？

渤海湾在地理上呈圆弧形，以天津港为始

发点，走海运到湾区多数沿岸城市，均比路上

运输“绕弯”要近。经过调研，天津港在全力

做好防疫的前提下，为陆路运输困难的企业推

出免费海上“穿梭巴士”服务。

来自河北的集装箱通过环渤海内支航线运

抵天津港，再通过南北海运大通道“FAST”航

线，直接运抵珠三角地区，运输时间可由 7 天

缩减至 4 天，还省去了陆路交通的诸多烦恼。

秦皇岛骊骅淀粉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

经理赵金星说，天津港在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

候，帮企业找到更安全、快捷的物流方式，这

些每天都有的“海上巴士”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疫情暴发前，天津港与环渤海部分港口之

间的运输单量仅为每年 20 万集装箱。2021 年，

天津港在环渤海湾港口运输量超过 130 万箱。

3 年前，每天进出天津港的大货车约 5 万多辆，

现在降到 3 万辆左右。2021 年 7 月，天津港与广

州港等港口合作，推出海上点对点直航的“海

上高速—FAST”模式。两年间，天津港的集装

箱吞吐量反倒增加了 300 万箱。

目前，以天津港为中心的环渤海内支线运

输网络已初具规模。天津港与唐山港、黄骅港

等港口形成干支联动、相互支撑的格局，环渤

海内支线数量达到了 19 条，“天天班”航次从

每 天 两 班 增 加 至 3 班 。 2020 年 和 2021 年 ， 天

津港环渤海内支线的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68%

和 32%。

如果仅满足于内贸航线，距离习近平总书记

“志在万里”的要求还差得远。在褚斌看来，要

做到世界一流，天津港必须突破“舒适圈”，向

主航道上的远洋航线进军。

今年 4 月 20 日，来自太原的山西金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112 个集装箱，分批搭乘海

铁联运列车驶往天津港。5 月 25 日，在天津港

欧亚集装箱码头，地中海北京号货轮满载着山

西金兰的集装箱驶往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

“津海晋门”是天津港推出的“一单制”服

务项目。天津港集团业务经营部物流经营中心

副总经理魏天爱介绍，“一单制”实现了“一次

委托、一次结算、一个承运单位、一份提单、

一箱到底”的全程多式联运，避免了传统运输

模式中的各种“折腾”。

今年 2 月 28 日，天津港集团抢抓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生效的窗

口期，开通直航澳大利亚的“中澳快航航线”。

由此，内陆的农产品、新疆的烧碱、国产汽车

便多了一条出海通道。

如今，天津港的业务范围已经遍布“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尽管全球疫情持续蔓

延、国际运力下降，天津港集团依然开通了多

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航线，其中，2021 年

非洲航线吞吐量增长近 10%，东南亚航线吞吐

量增长 7%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港口的

集装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的比例超过 60%。

改革：百年大港变得更青春

站在今天回望过去，一家企业的成长总会

打上时代的烙印。

天津港够“老”。追溯其历史，从 1860 年

成为我国最早对外通商的港口之一时算起，已

超过 160 年；从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 年重新开

港通航时算起，也已经 70 年了。

天 津 港 很 “ 大 ”。 一 是 面 积 大 ，“ 一 港 六

区”100 多平方公里的管理范围，比天津市部分

区面积还大，港区之间开车一般半小时起步；

二是规模大，集团年吞吐量超 4.5 亿吨，相当于

大秦铁路一年运载量；三是体量大，集团拥有

二级企业 60 余家，各类投资企业近 200 家。

要管理好这样一家公司，显然是件难事。

破解之道，唯有改革。

从 1952 年开港由交通部直属管理，到 1984

年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天津港始终没有忘记从改革中汲取发

展的动力。

“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

效益就上来了。”这是 1986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

天津港时说的一席话。只有不断改革，才能为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003 年 11 月，天津市委印发 《关于深化天

津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天

津港政企分开，成立天津港 （集团） 有限公

司。2004 年 6 月 3 日，天津港 （集团） 有限公司

正式挂牌。

改制后的天津港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2004 年 底 ， 天 津 港 货 物 吞 吐 量 首 次 突 破 2 亿

吨，继 2001 年 11 月迈上“北方亿吨大港”后，

只用了 3 年就在北方诸港中率先成为“2 亿吨大

港”。由此开始，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几乎每隔

3 年就跃升至一个新的台阶。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港码头考察

时的讲话，极大激发了天津港干部职工改革发

展的热情。”褚斌说，3 年来，天津港以用人、

用工、薪酬三项制度为突破口，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围绕“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

出、收入能增能减”构建企业管理机制。

2019 年以来，天津港面向全国公开选聘职

业经理人，包括 1 名总裁、5 名副总裁以及 15

家 基 层 单 位 44 个 岗 位 ， 形 成 委 任 制 、 聘 任

制 、 职 业 经 理 人 制 、 目 标 化 选 聘 等 4 种 用 人

制度。

拥有深圳招商集团、京东物流工作经历的

王家驹，受聘为天津港东港物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在天津港成长起来的张少华，通过集团

内部竞聘选拔，走上了天津港国际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

在选聘模式改革过程中，77 名优秀人才得

到提拔使用，中层领导人员平均年龄下降 3.2 岁。

薪酬方面，天津港推行“4+2”月度绩效

考核、激励型薪酬考核、差异化工资总额决定

机制、一体化工资标准体系等改革措施。

通 过 一 系 列 人 才 制 度 改 革 ， 天 津 港 打 破

“铁交椅”“铁饭碗”，逐步形成“能者上、优者

奖、庸者下、劣者汰”的导向，干部队伍干

事创业热情进一步激发。

成立于 1977 年的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埠四公司”），是天津港集团内

的 “ 老 资 格 ” 企 业 ， 也 是 这 次 改 革 的 典 型

之一。

因为“老”，所以免不了有“老”毛病：业

务模式老，传统单一；人员结构老，近 3000 名

员工平均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设施老，

堆场面积只有 26 万平方米，无法满足岸线装卸

需求；制度老，公司内部缺乏竞争机制，不讲

业绩讲资历。

2019 年，诸多因素叠加，港埠四公司全年

亏损 1 亿多元。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迟德芳回忆说，企业现金流最紧张时，账

上余额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

天津港集团开出了改革的“药方”：与港埠

四公司领导班子签订目标任期责任书，约定两

年扭亏，第 3 年利润达到 2000 万元；同时，集

团下放人事、经营管理权。如果目标不能实

现，领导班子集体解聘。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深化改革提升管理

水平，能者上庸者下。”迟德芳说。

一批干部进入了领导班子。能力强、经验

丰富的李炳清被任命为港埠四公司业务总监，

他表示，虽然压力大，但对实现目标有信心。

因为企业有了人事自主权，体制机制活了，企

业员工的积极性就会更好调动起来。

接下来，港埠四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开源

节流、增质提效，提前一年实现扭亏为盈目

标；2021 年考核，利润超过 3000 万元，提前一

年完成任期目标；年吞吐量 3060 万吨，较 2019

年增长 18.5%，员工收入同步增长。

改革让企业的运行机制更灵活。在攻关北

疆港区 C 段智慧码头的项目中，天津港成立了

新的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在全集团范围

选聘有经验、有思路的年轻骨干，又从高校招

聘一批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平均

年龄只有 31 岁的团队，主要就干一件事：通过

建设 C 段项目，研究可复制推广的新一代智能

化码头方案。如今，不少国内外港口派出团队

来天津港学习智能码头建设经验。

3 年来，天津港的年集装箱吞吐量复合增

长率位居全球十大港口首位。但褚斌说：“天津

港尚在爬坡过坎阶段，谈成绩为时尚早。随着

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加快，天津港的枢纽作用将

得到更好发挥。集装箱吞吐量到 2025 年力争实

现 2500 万标准箱，成为深度服务新发展格局的

国际枢纽港，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

建‘一带一路’贡献‘津港力量’。”

天津港是有资源禀赋的：它是世界航道等

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我国唯一拥有三条亚欧

大陆桥过境通道的港口，也是我国沿海港口功

能最齐全的港口之一。

天津港人是有奋斗基因的：1952 年，他们

愣是“逆天改命”，在本不适宜建港的淤泥质海

岸上建成码头，成为我国建港史上首次自主设

计和施工的新港扩建工程。

回首来路，靠着几代天津港人自信自强、

砥砺拼搏，天津港从河埠走向海洋。

展望前方，志在万里、锐意前行，天津港

的明天，定是无比壮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