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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新加坡的“发家”行业，也是新加坡最核

心的支柱产业，那一定要谈港口。虽然新加坡的

服务业、金融业、医疗产业也很强，但港口的重要

性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

新加坡港是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港口。它位于

新加坡海峡，坐拥马六甲海峡这条全世界最繁忙

的海运线，不仅是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的十字路

口，也是东西方海洋贸易必经的航运枢纽。自13世

纪开始，新加坡港便是国际贸易港口，直到今天。

眼下，新加坡正在最西边的大士建设一个新

的港口——大士港。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该项目

预计将于 2040 年落成，耗资高达 200 亿新元，相当

于 1000 多亿元人民币。届时，它将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自动化港口，每年可以处理 6500 万个标准集

装箱，数量接近现在的两倍，让新加坡港的吞吐量

直接上个台阶。

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到新加坡港的雄心：仅仅

维持现有优势怎么够呢，强一些、再强一些，才是

目标。

发奋图强

新加坡港有多强？来看一组资料。

全球货运贸易的五分之一由它完成，平均每

12 分钟就有一艘船舶进出，相当于一年之内全球

所有现有货船都在这里停泊过一次。其位于裕

廊、吉宝、丹戎巴葛、布兰尼、三巴旺和巴西班让的

6 个主要码头配备了超过 200 台起重机。此外，它

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转口港，80%的船只经过时

只是为了卸载和再装载。

斯普瑞德今年 1 月最新发布的 2022 年全球国

际海运港口报告显示，新加坡港与世界上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580 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往来，

目前有 200 多条航线来往于世界各地，约有 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家船运公司的各种船舶进出

该港口。

作为国际集装箱的中转中心，新加坡港最大

的特色是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和效率极高的管理

运营。在这里，大部分集装箱的在港堆存时间仅

为 3 天至 5 天，20%的堆存时间仅为 1 天。

除具备船运码头和物流中转站等传统功能

外，新加坡港还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其中，工业领

域主要以电子产品、炼油及船舶修造为主导；高科

技产业发展迅速，是世界上电脑磁盘和集成电路

的主要生产地；炼化业也表现不俗，目前已成为世

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此外，纺织、食品、交通设

备和建筑业也比较发达。

新加坡港的历史长达数百年。早年间，除马

六甲和香港一度盖过其“风头”外，其在东南亚乃

至整个亚洲的地位无人能及。

一般认为，1819 年是新加坡港口经济最重要

的转折点。当时，马六甲正风光无限。同年，来自

英国的莱佛士爵士抵达新加坡，并强力推行自由

贸易港政策。自此，新加坡港逐渐恢复了作为本

地区主要港口的地位。

之后的两个世纪，新加坡港的发展步伐从未

停止，港口成为了新加坡的重要经济命脉之一。

期间，船舶业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脚步跨越了几

个时代，从帆船一路进化为现代化箱运巨轮。

1965 年，新加坡独立。从那一天起，新加坡

政府就将港口业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

着力推动其发展。1972 年，丹戎巴葛码头被改建

成了首个集装箱码头。1991 年，鉴于丹戎巴葛码

头已不胜负荷，政府决定在巴西班让填土，建造新

的集装箱码头。2013 年，新加坡政府又在“三十

年规划”中提出建设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大士

港码头。大士港码头作为《新加坡 2019 发展总蓝

图草案》的一部分，于 2019 年 10 月 3 日举行了动

土仪式，标志着新加坡港跨入了又一个新阶段。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也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时 间 节

点。在 1990 年和 1991 年，新加坡港的集装箱吞吐

量超过香港，跃居世界第一。之后几年间，双方一

直反复拉锯，冠亚军几度易手。至 2006 年，新加

坡港以 2480 万个 TEU（国际标准箱单位）居全球

前十位集装箱港口榜首。

2010 年，历史再度改写。这一年，中国上海

港取代新加坡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

新加坡港去年的成绩尤为亮眼。2022 年，其

处理的集装箱数量创历史第二高，达到 3730 万个

TEU，在全球集装箱贸易下滑的情况下，仍保持

了全球最大转运港的地位。而且，在全球集装箱

贸易下降 3%至 4%的情况下，新加坡港的集装箱

吞吐量只同比下降了 0.7%，显示出其良好的管理

水平与韧性。

强之有道

新加坡港之所以强，运营当居首功。

作为港口竞争力核心中的核心，新加坡港的

货物中转一直围绕着集装箱这根主线。20 世纪

60 年代，集装箱运输逐渐兴起。新加坡抓住机

遇，大力兴建集装箱专用泊位，首个泊位于 1972

年投入运营。很快，其集装箱中转业务便发展起

来，新加坡港也由此成为东南亚集装箱国际中转

中心、世界航运中心之一，并进一步成长为国际集

装箱管理和租赁中心。通过集装箱中转业务，新

加坡港不仅获取了丰厚的收益，而且一把握住了

提升港口码头建设和管理水平最关键的抓手，抢

到了先发优势。

货物中转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围绕

核心功能提供升值服务了。

事实上，除了海运强大之外，新加坡在空运、

炼油、船舶修造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加

上它本身就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因而在衍生

服务领域同样顺风顺水。

例如，空港联运。空运的劣势是运力小、业

务量也小，但优势是速度比海运快了不是一星半

点。因此，空港联运虽然没能给新加坡带来可观

的箱量和收入，但可以满足客户的应急需求，能

够极大提升客户对新加坡港的信任度和新加坡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美誉度。从长远

来看，这种口碑效应比当下装在兜里的

真金白银更“值钱”。

又如，船舶修造。新加坡港拥有

一个 40 万吨级的巨型旱船坞和两个

30 万吨级的旱船坞，能够同时修理的

船舶总吨位超过 200 万吨，是亚洲最

大的修船基地之一。在为船舶提供

维修服务的同时，新加坡港还提供

国际船舶换装与修造一体化服务。

需要检修的船舶往往满载货物从

其他港口驶往新加坡，将货物在新

加坡港换到其他船舶后，就近在

新加坡维修，既节省了成本、方便

了船主，也为当地船舶业带来了

更多生意。

再 如 ，燃 料 供 应 。 新 加 坡

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

排名前列的壳牌、埃克森美孚、

英国石油公司等均视新加坡

为石油提炼和仓储基地。炼

化产业的高度发达使得当地

船用成品油价格相对较低，加上位于国际航线要

冲，新加坡顺理成章地成了国际船舶燃料供应中

心，往返欧亚航线的船舶大部分都会选择在新加

坡和鹿特丹两地加油。

得益于这种复合运营策略，新加坡港口及中

转业务对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

升，不仅贡献了新加坡约 7%的 GDP，还创造了 17

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

都说低头做事、抬头看路，缺一不可，这也是

新加坡港能够一直强到今天的原因所在。在具体

的经营管理上，新加坡港很有一套，在事关未来的

战略布局上，它也同样没有掉链子。

也许是因为当年莱佛士带来了英国的海洋基

因，新加坡港这 200 年来一直对自由贸易情有独

钟。目前，新加坡已同世界 25 个国家或区域签订

了自由贸易协定。

积极发展临港工业也是新加坡港早年提出来

的思路。多年来，新加坡做好了配套，而且还把原

料、市场两头在外的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做得风生水起。二者与港口本身互相促进，成就

了一段产业链条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的佳话。

当然，还有科技。新加坡政府素来注重先进

技术在港口行业中的应用，港口的日常业务均大

量采用电子技术。而且，早在 1990 年，新加坡就

投资建立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把国

内所有国际贸易主管机构连接到一个系统网络

中，实现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诸强竞起

2022 年，新加坡港口因在支持全球供应链及

带头推动海事业转型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连续第

二年获评全球最佳海港，并第 34 次被评为亚洲最

佳海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领先的国际海事中

心，新加坡港聚集了全球各种海事企业，拥有国际

航运集团以及金融、保险、网络安全、船舶经纪、法

律和仲裁领域的其他海事参与者 170 多家。尽管

面临全球通胀、地缘冲突、供应链受阻等多重压

力，新加坡的国际海事中心地位依旧稳固，这也是

新加坡港口经济最坚实的护城河之一。

不过，隐患也是有的。

10 多年前，新加坡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的宝

座。究其原因，还是硬件的“锅”，也就是运力和泊

力不足。毕竟，后来居上的上海港，还有

青岛港、洋山港等一大批中国港口跃跃欲

试，正在快马加鞭地建设升级中。

而且，周边国家的追赶脚步也不慢。

例如，马来西亚皇京港项目的重启

就是个不小的挑战。声势浩大的皇京

港项目曾因所在国政局变动，于 2020

年被马六甲州政府叫停。港口开发商

被 迫 搬 出 工 地 ，项 目 也 就 此 陷 入 停

摆。不过就在去年，销声匿迹许久的

皇京港项目迎来了转折。据马来西

亚媒体报道，马六甲州政府“似乎”

已与开发商达成和解。

这对于新加坡港来说实在算

不上什么好消息。毕竟，皇京港

也位于马六甲海峡沿岸。一旦皇

京港建成，新加坡的区位优势将

被严重削弱。换句话说，不需要

皇京港的建设和运营水平多么

优秀，只要大体过得去，就会分

走新加坡港的客流。

还 有 就 是 前 几 年 传 得 沸 沸 扬

扬，但“雷声大雨点小”的泰国克拉

运 河 项 目 。 一 旦 项 目 落 成 ，从 欧

洲、非洲等地前往东亚的船只，就

不一定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了。

这对新加坡港的打击，恐怕将 比

皇京港来得更猛烈。

不过，克拉运河项目到目前

为止一直未见动工迹象。泰国

政府方面只是表示，中泰两国

民 间 企 业 和 组 织 确 实 曾 经 对

克拉运河项目开展了可行性

研究。可万一有一天，双方达成协议决定

共同推进这一项目的建设，那对于新加坡

来说确实是个危机。

这也是新加坡要大力建设大士港的

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港口建设工作正

在顺利进行中。新加坡港务集团方面

称，大士港口会成为“改变新加坡港口

和供应链运作的关键”。

正如那句话所说，强者并不意味

着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新

加坡港之强，强而有道。

观火烈鸟，还得去肯尼亚纳库鲁湖国家公

园。纳库鲁湖国家公园位于裂谷省纳库鲁市，占

地面积 188 平方公里，是为保护禽鸟专门建立的

公园。它距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约 200 公里，从内

罗毕开车前往，当天即可往返。当然，如果希望欣

赏得尽兴一些，最好在公园附近的酒店下榻一晚。

据统计，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内有约 450 种禽

鸟，其中尤以火烈鸟闻名。那里常年有约 200 万

只火烈鸟栖息，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同一种

群如此高度集中在一处，这在全世界的动物中都

是极其罕见的。

火烈鸟并非候鸟而是留鸟，只有在缺乏食物

和环境发生变化时才会迁徙。而纳库鲁湖的环

境非常适宜火烈鸟，而且全年不缺食物，因此迁

徙的情况很少出现。

纳库鲁湖及其附近的几个小湖都是地壳变

动形成的，有大量活水注入，却没有出水口。水

流带来的熔岩土沉积在湖底，盐分溶于水中，为

藻类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几个湖的浅水区都

大量生长着一种暗绿色的水藻，这是火烈鸟赖以

生存的主要食物。

纳库鲁湖国家公园的火烈鸟有大小两种。

它们都是长腿、长颈、巨喙的模样，很像白鹤，但

全身羽毛呈淡红色，两翼和双足颜色稍深。动辄

几万只甚至十几万只火烈鸟密密麻麻聚在一起，

徜徉浅滩，兴致来时，轻展双翅，呼啦啦远去，湖

光鸟影，交相辉映。

由于气候温和，水草繁茂，国家公园里还栖

息着数百万只其他品种的禽鸟和其他种类的野

生动物，如水獭、岩狸、河马、豹子、狮子等。不

过，这也导致观鸟者必须谨慎。听当地人说，以

前纳库鲁湖刚刚开放时，就发生过狮子袭击游人

的事，导致国家公园的游客数量下降了好一阵。

到纳库鲁湖国家公园游览，还有一种动物不

能不提，那就是野生白犀牛。在肯尼亚，白犀牛

是好运的象征，若能遇见，真是幸事一件。可惜，

犀牛警觉性很高，脾气也不太好，游客的车队如

果过于靠近，很容易激怒它们。它们会以牛角为

锋，冲向汽车，即便是“皮糙肉厚”的越野车，也只

能落荒而逃。

正是因为有火烈鸟等许许多多美丽的动物，

肯尼亚素来是动物爱好者、摄影发烧友和“驴友”

的天堂，当地旅游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统计显

示，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2019 年，肯尼亚旅游收入

为 1630 亿肯先令，约合 1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旅游产业占 GDP 比重接近十分之一。

不过，去肯尼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不算太多。

还以 2019 年的数据为例。当年，肯尼亚共接待

外国游客 204.8 万人，中国游客只有不到 10 万

人。正因为此，当地对中国游客数量爆发式增长

报以极大的期待。据当地媒体报道，肯尼亚总统

希望每年到访的中国游客人数能达到中国人口

的 0.1%，即 140 万人。考虑到疫情的影响正在慢

慢减弱，达到这一数据或许并非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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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港自 13 世纪开始便是国际贸易港口，直到今天。现在，它是世界上

第二繁忙的港口，全球货运贸易的五分之一由它完成。得益于复合运营策略，

新加坡港口及中转业务对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不仅贡献了

新加坡约 7%的 GDP，还创造了 17 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

图图①① 新加坡港的货运集装箱新加坡港的货运集装箱。。

图图②② 新加坡港的船厂及仓库仓储区新加坡港的船厂及仓库仓储区。。

图图③③ 美丽的火烈鸟美丽的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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