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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盐田港集疏运特征分析发现, 造成疏港交通混杂、 港城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陆域纵深不足制约港口作

业区的能力; 集疏运体系分配比例严重不均衡, 依赖公路运输; 港口配套不足, 基础设施相对老旧。 为解决该问题, 提出

通过提高海铁联运比例, 发挥平盐铁路作用;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智能化管理; 研究集装箱地下物流运输可能性

的优化提升思路。 实践证明, 这些方法在疏港交通优化中效果显著, 可以完善疏港交通体系, 提高疏港效率及港区竞争力,

减缓疏港交通不畅导致的港城矛盾等。 研究成果可为陆域纵深小的集装箱港区疏港交通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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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Yantian
 

Port
 

transpor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mixed
 

traffic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port
 

and
 

city
 

is
 

the
 

small
 

land
 

depth
 

restricting
 

the
 

port
 

operation
 

area the
 

seriously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ratio
 

of
 

port-evacuating
 

traffic
 

system
 

relying
 

on
 

highway
 

transportation the
 

insufficient
 

port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the
 

relatively
 

old
 

infrastructure.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role
 

of
 

Pingyan
 

railway
 

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study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ntainer
 

underground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se
 

method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ort-evacuating
 

traffic they
 

can
 

improve
 

the
 

port-evacuating
 

traffic
 

system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ort
 

area
 

and
 

reduce
 

the
 

contradiction
 

of
 

caused
 

by
 

the
 

congestion
 

of
 

port
 

traffic.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ffic
 

optimization
 

of
 

the
 

container
 

port
 

area
 

with
 

a
 

small
 

land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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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贸易的不断增长, 港口作为国际贸

易的重要节点, 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深圳港是国

际集装箱运输干线港, 盐田港区是深圳港规模最

大的深水集装箱港区,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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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运输单港。 2023 年盐田港区集装箱吞吐量为

1
 

404. 51 万 TEU, 占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的 47. 0%。

随着近年来深圳市产业的转型升级, 城市功能转

变, 土地资源趋紧, 深圳市与盐田港的港城矛盾

也日益显现  1 。 盐田港后方陆域纵深不足, 可建设

用地仅约 6. 59
 

km2, 占盐田港区总建设用地的 1∕3,

港口配套用地仅约 2. 5
 

km2, 与国内主要港口相比

差距较大  2 。 港口货运交通疏港体系现状以公路

为主导, 盐田港后方陆域的大部分次干路及以上

等级道路存在货车比重高、 客货混行严重、 货柜

车占道违章停车严重等问题, 大部分内部道路的

货车比重在 50%以上, 其中明珠道等超过 70%,

极大影响了盐田港后方陆域居民交通出行的安全

性和良好的慢行体验  3 。 盐田港东作业区建成后

每年约增加 300 万 TEU, 货运量的不断增加势必

大幅增加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 如不合理进行疏

港交通组织, 将严重影响货车的通行效率。

本文通过对盐田港货运交通体系进行分析,

研究盐田港疏港交通提升优化方案, 以期提高

疏港效率, 缓解港城矛盾; 同时针对后方陆域

纵深不足的集装箱港区, 探索提高疏港效率的

思路。

1　 盐田港疏港交通现状及成因分析

1. 1　 疏港交通现状

陆域交通系统作为港城经济联系的纽带, 同

时承载着港口活动和城市活动, 港口或城市任何

一方的低效率都会对另一方造成负面影响  4 。 盐

田港区现状港口货运交通疏港体系以公路为主导,

港城关系紧张。 在出港高峰期, 港区内外道路常

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 影响货物的及时运输。 疏

港货车占用后方陆域道路交通资源超过 50%, 现

状道路系统基本满负荷运行。 据统计, 目前公路

集装箱拖车日均达
 

2 万辆以上  5 。 此外, 港口后

方的大量拖车均有停车需求, 而盐田港区停车场

面积有限, 造成拖车违章停泊在后方道路两旁,

占用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及公交站台, 不但严

重影响了盐田港区的疏港效率, 也给后方陆域居

民的正常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对公共交通的运营

效率和安全造成严重干扰。

1. 2　 成因分析

1) 陆域纵深不足, 制约了港口作业区堆存集

装箱的能力, 造成陆域交通的混杂状况。

集装箱港区陆域纵深的确定方法: 1) 根据

JTS
 

165—2013《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  6 中集装箱

码头堆场容量及地面箱位数的计算公式并结合常

规的堆场布置形式, 5 万~10 万吨级集装箱码头作

业区的陆域纵深为 640 ~ 670
 

m; 2) 按照码头作业

区面积与保税物流园区面积比为 1: 1 的思路, 集

装箱枢纽港的陆域纵深为 1
 

280 ~ 1
 

340
 

m  7 ;

3) 按照集装箱港区陆域纵深为设计代表船型泊位

长度的 3. 0 ~ 3. 5 倍、 或者平均每沿米码头设计通

过量的 0. 61 ~ 0. 85
 

倍, 可推出集装箱港区陆域纵

深以 900 ~ 1
 

200
 

m 为宜  8 。 盐田港后方陆域平均

陆域纵深约为 640
 

m, 与国内主要港口相比差距

较大。

2) 集疏运体系分配比例严重失衡, 依赖公路

运输导致交通拥堵, 激化港城矛盾。

盐田港现状疏港以公路运输为主, 约占疏港

总量的 87%。 主要原因是盐田港的直接腹地为珠

江三角洲地区, 包含约 53%的货运量; 间接腹地

为广东省其他地区及泛珠三角地区  9 。 由于平均

运距较短, 铁路运输竞争力不足, 现阶段深圳港

集装箱货源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进出港区。 虽然盐

田港配套有铁路运输设施, 但覆盖范围和运输能

力有限, 导致铁路在整个运输结构中所占比重

较小。

3) 港口配套不足, 基础设施相对老旧缺失,

造成通行条件不佳。

盐田港区尽管具备优良的水路运输条件, 但

目前港口的水路运输设施和服务存在不足, 影响

了水运在疏港中的效能发挥。 港区内外主要道路

设施也面临较大的通行压力, 特别是青里路、 盐

田港高速等进出口干道出现瓶颈现象; 部分道路

基础设施相对老旧, 通行条件不佳, 亟需升级改

造。 这些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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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盐田港疏港交通提升优化措施

2. 1　 提高海铁联运运输比例

公路运输一方面给城市交通带来很多不利的

影响; 另一方面增加了整体运输成本, 降低了港

口的竞争力  10 。 海铁联运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物

流效率, 海运适合长距离、 大批量的货物运输,

而铁路运输则在内陆地区具有优势, 两者无缝衔

接可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也可降

低时间成本  11 。 无论从港城协调的角度, 还是从

港口自身发展的角度, 均应提高盐田港区海铁联

运的比例。

盐田港区现有平盐铁路进入中作业区, 铁路

全长 23
 

km, 南起盐田站, 北至平湖站, 单线设

计, 连接京九线及广深线, 并可延伸至重庆、 四

川、 湖南、 云南、 江西等内陆地区。 盐田港区目

前已开通 29 条海铁联运班列线路和 11 个内陆港,

服务范围覆盖粤港澳大湾区、 西南及华中地区。

以平盐铁路为依托, 随着内陆港布局的不断加快,

盐田港区海铁联运通道逐渐增强, 2018—2023 年

盐田港海铁联运量增长趋势见图 1。

图 1　 近年盐田港海铁联运量及增长趋势

Fig. 1　 Volume
 

and
 

growth
 

trend
 

of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of
 

Yantian
 

Port
 

in
 

recent
 

years

随着铁路集疏运能力的增长, 陆域集疏运条

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东作业区建成后, 可通过

中东联络通道实现与中作业区后方平盐铁路的联

动, 预计铁水联运箱量约 3 万 TEU, 届时可进一

步缓解部分道路交通压力。

2. 2　 完善公路疏港交通体系

盐田港区主要疏港道路及运输组织见图 2。

图 2　 盐田港区主要疏港道路及运输组织

Fig. 2　 Main
 

port-evacuating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of
 

Yantian
 

port
 

area

　 　 结合深圳市干线公路网的规划建设, 完善“东
进东出、 西进西出、 东西沟通”的公路集疏运通道

格局, 有利于提升港口与产业园区集疏运服务水

平。 加快疏港高∕快速路和专用通道建设, 有利于

提高疏港效率。 盐龙大道南段、 明珠道改造、 西

禾路、 盐排高速与明珠道衔接通道等工程均在持

续推进; 盐港东立交已于 2024 年初完工。
盐港东立交位于盐龙大道、 坪盐通道、 进港

路、 盐坝高速交汇处, 共设置 10 条匝道, 是坪山

新区连接市中心的重要通道, 也是盐田港东作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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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疏港枢纽和连接龙盐路、 坪盐通道和现状盐

坝高速的互通立交。 盐港东立交的建成有利于加

强盐田区、 坪山区、 龙岗区之间的区域交通联系,

完善盐田港疏港体系, 促进盐田港及周边地区发

展。 盐港东立交未来将成为东作业区集疏运的主

要通道。

盐田港拖车综合服务中心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

启动试运营。 中心的运营将有效解决货柜车停车

难、 停放乱、 道路交通拥堵等顽疾, 提升城市配

套设施及环境品质, 构建高效便捷的疏港交通

体系。

2. 3　 充分利用智能交通系统

1) 搭建智能交通系统。 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  12 , 建设全面覆盖的智能交通监控与调度

系统, 实现对港区及周边交通状况的实时监控与

动态调度, 优化交通流量。 通过手机应用、 电子

显示屏和广播等方式, 及时发布实时交通信息和

引导信息, 减少交通拥堵和等待时间。

2) 建立预约与调度系统。 建立货运车辆预约

进港和预约装卸系统, 根据港区实时运力和货物

需求分配时间窗口, 分流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

根据货物类型和运输需求, 实行不同货物分时段

进出港管理, 平衡全天候交通流量。

盐田港拖车综合服务中心全部投入运营后,

将提供安全便捷的车辆停放服务, 实现拖车智能

化停靠, 大大减少车辆占用市政道路及滞留港区

时间, 疏解进出港区道路交通堵点, 助力区域交

通环境的提升。 拖车信息化服务平台将借助信息

化手段, 整合港区内外的物流交通、 车载情况、

集装箱循环等信息数据, 促进形成平台化、 集约

化的港口综合智慧物流生态。 预计这两大功能实

现后, 将有效缓解盐田港后方陆域长期以来的停

车难及道路拥堵问题。

2. 4　 探索集装箱地下物流运输的可行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 美国、 日本、 德国和我国

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均提出针对港口、 机

场等交通枢纽建设地下物流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地下物流系统是绿色、 节能的运输方式之一, 它

利用深层地下空间(地下 40 ~ 50
 

m), 通过隧道或

大直径的管道连接各主要地下货物转运站, 并连

接到货物终端处置场所, 采用自动化控制方式,

实现全天候、 大运量、 稳定、 高效、 节能、 环保

的货物运输。 发展城市地下物流系统, 尤其对于

港口城市, 建设地下集装箱专用运输系统, 形成

港城协调的集疏运新模式, 对减少卡车货运尾气

排放、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改善城市环境等具有

重要意义。

3　 海铁联运趋势预测

根据 2018—2023 年盐田港区海铁联运量数

据, 通过线性拟合(除去 2021 年与趋势不太相符

的极端高值), 得出其他每年约按 15%稳定增长,

其中 2019 年和 2021 年增长约 35%, 推测 2024 年

开始每年增长速率可以达到 20%。 据此得出,

2030 年海铁联运货运量将增至 2022 年的 4 倍

(图 3), 公路运输占比减少 7%, 集疏运结构体系

会得到很大程度的优化。 利用智能化管理后, 预

期将实现进港排队时间节约 20 ~ 25
 

min、 临时停车

行为减少 20%。
 

盐田港区 2030 年吞吐量预测为

1
 

800 万
 

TEU, 其中东作业区为 300 万 TEU, 其绝

大部分通过盐田港东立交进行疏港, 由此推算出

公路集疏运量相比现状略有减少, 可从源头减缓

疏港交通不畅导致港城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图 3　 盐田港区海铁联运量预测趋势

Fig. 3　 Forecast
 

trend
 

of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volume
 

in
 

Yantian
 

port
 

area

4　 对陆域纵深小的集装箱港区的启示

1)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陆域纵深小的集

装箱港区疏港能力的关键措施。 基础设施的优化

不仅能够提升港口的整体运输效率, 还能增强其

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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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公路与铁路网络能够承载更多的交通流量,

减轻港区疏港压力; 完善的仓储设施有助于货物

的有序存储与调度, 减少后勤压力。

2) 完善智能交通体系是提升陆域纵深小的集

装箱港区疏港能力的重要动力。 通过车联网等技

术, 港口可以实现精准定位与路径规划, 提高集

装箱运输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从而提升整个疏港

交通的效能与可靠性, 助力港区更高效地服务全

球供应链。

3) 提高非公路运输在运输体系中的占比是提

升陆域纵深小的集装箱港区疏港能力的有效途径。

多式联运的综合运输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港区纵

深小的局限, 增强物流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推动

港区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1) 盐田港区疏港交通体系优化提升方向。 盐

田港区是深圳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作业区建设

将进一步提高盐田港区集装箱泊位等级, 强化

深圳港集装箱干线港地位; 但由于盐田港区后

方纵深的限制, 货运量增加将会给疏港交通造

成巨大压力。 盐田港区疏港交通体系应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 提高智能化程度、 增加海铁联运

比例, 以减缓疏港交通不畅导致的港城矛盾等

一系列问题。

2) 铁路在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相较于公

路运输, 铁路运输具有更高的运载能力和更低的

单位运输成本。 通过增加海铁联运比例、 减少对

公路运输的依赖, 可以显著缓解港区道路交通压

力, 提升整体运输效率。 此外, 铁路运输的环境

影响相对较小, 有助于实现港区交通的绿色发展。

3) 智能化管理对于疏港交通的关键作用。 通

过智能化管理优化疏港交通, 可以提高运输效率

和安全性; 通过实时交通监控、 智能调度和路径

优化, 可减少拥堵和等待时间, 降低物流成本;

动态路况信息和预警系统可增强应急能力, 促进

绿色交通, 提升港区整体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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