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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港口航运通江达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约

95%的进出口贸易货物量通过海运完成，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遍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港口规模、船员数量、造船产量、海运船队规

模等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全国多个港口吞吐量增长势头明显，港口运行保持良好态势。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我国成为名副其实世界航运大国

自动化码头为港口提“智”增效

国际港口合作不断深化
我国港口建设总体情

况如何？
在港口国际合作方面取

得了哪些成效？

我国智慧港口建设有

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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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港口功能布局促进资源整合
在 优 化 港 口 功 能 布 局 、

推进港口资源深化整合方面

有哪些实践探索？

张永锋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首席
咨询师）：航运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产

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

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运经济

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基础设

施规模、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

量、海运船队规模、造船能力等多项指

标保持全球第一。

内河航运能力和港口基础设施均居

世界第一。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内河航

道通航里程 12.8 万公里，其中，等级航

道通航里程 6.75 万公里，占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的 52.7%，三级及以上航道通航

里程 1.48 万公里，占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的 11.6% 。 全 国 港 口 生 产 用 码 头 泊 位

21323 个，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码头

泊位 5441 个，内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15882 个，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751 个，

专业化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1468 个，通用

散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637 个。

水运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

第一。2022 年，我国水路完成货运量约

85.5 亿吨，其中，长江干线货运量超过

30 亿吨，连续十余年居内河航运世界第

一位。我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56.85

亿吨，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

十的港口中，我国分别占八席和七席。

我国建成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

沿海、珠江三角洲和西南沿海五大港口

群，其中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

角洲港口群是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规

模、服务效率和智能化水平等都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成为世界第一大船东国。航运知名

经纪机构克拉克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船东所持有的船队规模已达 2.492 亿总

吨，市场份额占比为 15.9%，超过希腊

成为世界最大的船东国，其中干散货船

队总吨占比 24%，集装箱船队总吨占比

16%。在国际干散货、液体散货、集装

箱等领域，我国多家航运企业综合运力

排名居世界前列。截至 2023 年上半年，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经营船队综合运力为

1.11 亿载重吨/1372 艘，排名世界第一。

其中，集装箱船队规模 304 万标准箱，

居世界前列；干散货船队运力 4454 万载

重吨、油与气船队运力 2695 万载重吨、

杂货特种船队运力 598 万载重吨，均居

世界第一。

造船三大指标持续领跑全球。2023

年 1 月至 10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 3456 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 12%；新接量 6106 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 63.3%；手持量 13382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28.1%；三大指标

均居世界第一。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正式出坞，造船技术

全面升级，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造船

能力稳步提升。

船员数量居世界前列。截至 2022 年

底 ， 我 国 注 册 船 员 总 数 达 到 190 万 余

人，其中海船船员 90 万人、内河船员

100 万人。2022 年，我国外派到世界各

地的船舶任职船员达到 12.7 万人次，为

国 际 水 上 物 流 供 应 链 稳 定 提 供 有 力

支撑。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

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突出，国

际航运市场面临持续调整，我国一流

的水运基础设施规模与服务能力始终

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与供

应链韧性的重要基础，是服务长江经济

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力量。自 2012 年开始，我国一

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 年，我

国外贸总值超过 42 万亿元，其中进口铁

矿石 11.07 亿吨、煤炭 2.93 亿吨、粮食

1.47 亿吨、原油 2.05 亿吨，全国港口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9 亿 标 准 箱 ， 进 出 口 规

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我国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航运大国，硬件

能 力 与 服 务 水 平 保 持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

航线网络遍及全球主要国家，航运金

融、航运保险、法律仲裁、研究咨询

等能力稳步提升，为全球经济与贸易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从国内来

看，水运作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陆 转 水 ”“ 铁 公 水 ”

“海铁联运”“水水中转”等模式加速

推 进 ， 有 效 保 障 了 我 国 “ 北 煤 南 运 ”

“北粮南运”“西煤东运”等能源物资

转移，加速运输结构调整与运输方式

转 型 发 展 ， 促 进 我 国 区 域 经 济 融 合

发展。

胡坚堃（上海海事大学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智慧港口代表着未来

港口的发展方向，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自动化等技术，可大幅提升

港口及相关物流园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

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近年来，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作为智慧港口的典型应用在国内

快速发展。2012 年，我国首个拥有全部

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码头装卸系统落

户厦门。2015 年前后，各地传统码头开

始自动化改造。2017 年底，青岛和上海

的 自 动 化 集 装 箱 码 头 开 始 运 营 。 2018

年，天津、广州南沙、广西北部湾等地计划

筹建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并于 2021 年陆

续投入运营。2023 年，山东内河港口济

宁 龙 拱 港 的 自 动 化 集 装 箱 码 头 投 入 运

营。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与传统码头相比，

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现场作业无人化。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可以有效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作业

成本、减少作业安全事故。与传统集装箱

码头相比，单机作业效率可提升 40%，人

员配置率降低 60%。以青岛港为例，单机

效率最高可达 60.18 箱/小时，外集卡周转

小于 13.5 分钟。集装箱进入堆场后，堆场

自动化设备会驱动大小车快速准确移动

到目标位置。在无运送任务时，自动化堆

场设备将在堆场中自动理箱，最大程度提

高作业效率，堆场效率提高 20%。图像处

理和机器视觉技术在码头关键节点的深

入应用，是实现码头业务流程自动化的关

键。例如，识别箱号、危险品标志、铅封

等，箱损识别验残处理以及识别箱门是否

关闭等。通过岸桥上的船型三维激光扫

描传感器和 OCR 识别系统，可以调节吊

具进行精准抓放箱。机器人自动拆装集

装箱扭锁系统，可以识别十几种常见锁

垫，单箱拆装锁时间小于 35 秒。

二是管理运营数据化。管理运营主

要包括码头操作和设备管理。随着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管理运营软

件能够像人一样理性思考和行动。码头

操作系统是指挥中枢，负责整个码头的生

产作业计划编排，并调度机械设备按计划

完成作业，能够实现集港时间在 48 小时

内，出口收箱到位率 99%以上，堆场翻倒

率控制在 15%以内，进口空箱在港时间小

于 1 天。设备管理系统根据码头操作系

统指令自动规划机械设备的运行路线、控

制设备运行、指挥设备完成作业、实时反

馈 设 备 状 态 等 ，可 实 现 AGV 配 比 下 降

20%，AGV 空载距离下降 10%。同时通过

能源管理，实现电量利用避峰就谷、削峰

填谷、无灯光作业。

三是战略决策智能化。数字孪生系

统成为港口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上海

港、宁波舟山港、天津港、大连港等港口陆

续上线类似系统。通过“三维图形化技

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综合应用，实现

本体与孪生体互相映射。通过任务关联

分析，将不同实体（岸桥、长桥、AGV、集

装箱船等）根据作业安排进行关联展示，

把控码头实时作业状态。同时，分析海量

历史数据，从效率、成本和资源三个方面

对靠泊作业、桥吊作业、集卡作业等集装

箱码头运营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和管控，

快速定位作业不理想的实体。

四是客户体验优质化。智慧港口通

过内外部环境感知，构建知识库、数据库、

模型库、方法库，实现货源货量预测、货物

状态监控、船舶作业全过程管理、码头作

业量分布、船公司业务评价和效率分析等

功能，助力港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客户

提供更优质服务。

邢虎松（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物流中心副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港

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港口作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承

担了我国超过 90%的外贸货物运输量，是

反映对外贸易情况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晴

雨表”。港口合作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

和资金融通的重要方式。

我国港口在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港口的

同时，积极“走出去”，以港口投资、经营协

作等形式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

作，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确

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发挥了积极

作用。

在港口投资合作方面，我国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建设运营，提

升设施联通水平和港口运营效率，进一步

促进全球贸易畅通和经济共赢发展。据统

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运营的港口码头已

覆盖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效推动

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例如，2016 年中国

远洋海运集团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该

港吞吐量由收购之初的 68.5 万标准箱增长

到最多 565 万标准箱，为当地创造直接就业

岗位 3000 多个，间接就业岗位 10000 多个，

也助推比雷埃夫斯港成为欧洲第五大港口。

在港口经营合作方面，积极与共建国

家的港口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业务、技

术、管理及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

进港口建设。例如，上海港与荷兰鹿特丹

港、澳大利亚悉尼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

美国洛杉矶港等建立了友好港口关系，共

同推进在港口规划、技术创新、管理、物流

以及开行航线等方面的合作，与新加坡港

务集团合作研发和应用港口信息化管理系

统，实现港口运营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分析

等。天津港与马来西亚巴生港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和港

口运营等方面开展合作。青岛港与埃及苏

伊士运河经济区加强港口建设、运营、物流

等领域的合作，与德国汉堡港在港口规划、

码头运营、先进装卸装备等领域开展合作，

派员到荷兰鹿特丹港进行培训并聘请来自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员工，加强人

才交流与合作。

此外，我国积极利用亚欧大陆桥与中

亚国家共同发展，提升港口的综合服务能

力，大力发展铁水联运和跨境班列业务，从

而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中亚及欧洲国家

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例如，2014 年

连云港港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中哈国际物流合作项目协议，

成立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首个实体平台，该基地

经过多年发展已实现远洋干线、深水大港、

内河航运、国际班列、物流场站互联贯通，

成为亚欧跨境运输重要集结中心和中亚国

家的重要出海口。

在铁水联运方面，我国港口通过加强

与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的合作，大力推

进铁水联运及跨境班列业务发展，积累了

丰富经验。

一是不断强化设施衔接，加大港口铁

路专用线建设。青岛港、上海港、宁波舟山

港等一批国际枢纽港相继开展了港口铁路

扩建工程，提升了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和

铁水联运能力。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有 47

个集装箱港口，95 个以集装箱作业为主的

港区，44 个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港区。

二是积极开行海铁联运班列，提高港

口服务效能。据统计，全国港口共开行海

铁联运班列线路 520 多条，2013 年至 2022

年港口集装箱联运量从 170 万标准箱增长

到 885 万标准箱。连云港港先后与郑州、

西安、银川、乌鲁木齐、霍尔果斯等沿线地

区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与中亚国家保持

密切合作，开通中亚五国、中蒙、中吉乌、中

土（跨里海）、中欧、中俄共 6 条班列线路。

三是积极加强港铁协作，提升铁水联

运服务水平。通过建立铁水联运信息平

台，实现铁路和港口的信息共享，为货主提

供 便 捷 物 流 服 务 。 上 海 港 与 中 国 铁 路

12306 网站合作，实现了港口与铁路货运

信息的实时共享。连云港港依托蓝宝星球

平台推动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了

港口、铁路、货主等多方信息的实时共享。

四是积极开行跨境班列，国际联运通

道稳步发展。据统计，以大连港、天津港、

青岛港、连云港港、上海港等沿海港口为起

点的中欧班列线路达 29 条，以重庆港、南

京港和武汉港等内河港口为起点的中欧班

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线路有 6 条。

丁文涛（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水运
所高级工程师）：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港口大国，在优化港口

功能布局、推进港口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

实践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方面。2006 年

颁布实施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确

立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

三角洲和西南沿海 5 个港口群体、24 个主

要港口、8 个运输系统的顶层设计。此后，

各地陆续制定了本省份港口的布局规划

及各港口总体规划。2021 年印发的《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进一步

完善主要港口布局，并明确上海、深圳、天

津等 11 个港口为国际枢纽海港。以岸线

资源管理为抓手，规范港口岸线使用审

批，不断优化港口发展格局。以长江干线

港口为例，江苏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共

清退沿江非法码头约 70 个，并加快连云

港徐圩、南通通州湾等沿海港区开发，引

导化工、钢铁、煤电等产业由沿江向沿海

转 移 ，不 断 提 升 港 口 集 约 化 、规 模

化、现代化水平。此外，以区

域重大战略为要求，推

动港口协同发展。港口作为开放门户、先

行领域和合作平台，在深入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港口资源整合方面，全国已有 17

个省（市）根据自身特点组建港口集团，既

有“多企合一”的山东港口整合集团，也有

以单个港口为支点“逐一并入”省内其他

港口的河北港口整合集团，还有“央地合

作”实现重组的辽宁港口整合集团，推动

了港口资源利用集约化、竞争有序化、服

务高效化。通过沿海港口带动内河港口、

龙头港口带动中小港口、海港与内陆港联

动发展，从而稳步推进港口资源整合。浙

江作为国内较早进行港口资源整合的省

份，率先实施宁波舟山港一体化运营，后

逐步整合台州、温州、嘉兴等地港口，并大

力发展海港与义乌等内陆港之间的集装

箱海铁联运。此外，交通运输部陆续组织

开展了江苏南京以下沿江港口和广西北

部湾沿海港口区域港口一体化改革试点，

同时探索建立渤海湾、长江、琼州海峡等

重点水域航道、锚地、引航等公共资源共

建共享共用的管理机制。

未来，我国要打造世界级港口群，需持

续推进区域港口高质量协同发展。一是完

善以国际枢纽海港为引领，主要港口为骨

干，地区性重要港口、一般港口相应发展的

多层级协同发展格局，加快建立布局合理、

层次分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港

口体系。二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城

市群布局，以港口群为基本形态，引领建设

世界一流港口。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加快建设辐射全球

的航运枢纽。推进山东世界一流的海洋港

口建设，推动东北地区沿海港口一体化发

展。不断提升港口群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服务重大产业布

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三是培育国际化

港航企业，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码头运营商、航运企

业和物流运营商。鼓励大型港航企业以

国际枢纽海港为核心，按照市场化规律，

整合相关港航资源与要素，完善集装箱、

原油、铁矿石等专业化码头服务网络，促

进干支联动、江海互动，提升区域港口现

代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