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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沙新港址提出的背景

1.1 上海港发展现状概述

上海港地处长江入海口，滨江临海，是我国

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点。优越的地理位

置、发达的腹地经济使上海港成为我国沿海最重要

的枢纽港之一。2012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 200万
TEU，位居世界第一。随着洋山国际集装箱深水港

的全面投产、长江口深水航道（-12.5 m）的开通，

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

体目标，形成规范化、集约化、结构优化的现代化

港口体系。

1.2 上海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港还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上海港的发展受到了吞吐能力饱和的制

约。截至2012年底，上海港共有集装箱专用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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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个，核定通过能力1 976万TEU，主要分布在外

高桥、洋山和吴淞三大港区。而集装箱吞吐量达

到了3 200多万TEU，远超过港口设施能力。目前

拟建的洋山四期工程虽可缓解码头能力缺口，但

总体来看，仍不能满足未来长江沿线日益增长的

吞吐量需求。

2）深水岸线用尽，土地资源短缺。

3）市内交通负担大。

4）上海港目前还没有超深水（-20 m水深）

的航道和码头。

5）不能满足世界海运革命对港口的越来越高

的要求。

1.3 横沙新港址设想的提出

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船舶大型化的

发展趋势，缓解未来港口能力不足的局面，上海

港需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优化集疏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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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具有-20 m水深的深水航道和码头。目前，

上海可以建港的岸线主要集中在崇明三岛上（崇

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崇明岛定位为生态湿

地，长兴岛已布置有上海港机、振华港机、中海

造船和中船造船基地等，唯有横沙岛正利用长江

口航道整治疏浚土实施东滩围垦造陆，远期尚可

形成部分深水岸线（图1）。

图1 上海港未来岸线可利用示意图

根据《横沙挖入式港池规划方案》 [1]，设想

利用长江航道疏浚土在横沙浅滩实施挖入式港池

方案，超深水的大型船舶通过深水航道进入港

池，利用长江泊位在港池中实现江海联运零距离

对接，从而优化了目前江海联运运输体系，解决

上海港发展的瓶颈问题。

2 横沙新港功能定位主要决定因素

2.1 旺盛的腹地货运需求

随着上海和长三角地区、长江流域经济发

展，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需求还将持续快速增

长，这使得横沙建港有充足的腹地货源。

1）集装箱。

2012年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中上游地区外贸集

装箱生成量为3 740万TEU，生成系数为0.24TEU/
万美元。根据对腹地外贸集装箱生成机制及各影

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预测2015年、2020年
腹地外贸集装箱生成量分别为4 000万和5 000万
TEU，生成系数降为0.20万和0.19万TEU/亿美元。

2012年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线地区的内贸集装

箱水运量约为700万~750万TEU，主要为长江沿线与

华南等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未来考虑国民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区域经济联系和物资交流更加密切，

以及集装箱运输方式的接受程度更高，内贸集装箱

运输仍将保持较快发展。预测到2015年和2020年，

腹地水路内贸集装箱生成量将达到1 000万TEU和

1 500万TEU。

2）大宗散货。

大宗散货主要为煤炭、金属矿石、原油。腹

地内这些货类的吞吐量需求也十分旺盛，横沙处

在长江A类航区和沿海航区的交汇处，从其地理位

置和水深条件来看比较适合为铁矿石、原油等货

类进行中转服务。经过长江口的主要散杂货运输

量预测见表1。

表1 通过长江口货运量预测[2]                            万t  

年份 煤炭
原油及

成品油

液体

化工品
铁矿石 粮食

其他

散杂货

2010 16 000 4 600 2 000 15 500 1 650 21 250

2015 18 500 5 650 2 650 16 750 2 575 27 575

2020 21 000 6 700 3 300 18 000 3 500 33 900

2030 23 500 9 500 4 000 19 500 5 000 43 100

2.2 经济的江海联运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

施法定检验规则-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

规定，自江阴长江大桥至吴淞口，包括横沙岛以

内水域，为长江A级航区（图2）。

图2 长江航区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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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横沙岛所处区域属于长江航区，长江上

游的船可以直接开到横沙进行装卸，而不必到长

江下游中转一次，因此，比舟山、洋山等地具有

更好的中转运输优势。

集装箱方面，目前，穿梭巴士（从外高桥短

驳到洋山）短驳一个集装箱要700元。横沙新港的

优势在于实现江船直接靠港，节省每个箱子短驳

的费用。这有利于提高水运中转的比例，优化集

疏运体系。

大宗散货方面以铁矿石为例。由于大桥和

航区的限制，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铁矿石运输主要

由三程构成（图3）：一程从国外（澳大利亚、

巴西）到宁波-舟山等港口，二程从宁波舟山到

长江下游（如罗泾、南通、太仓、张家港等），

三程从长江下游到长江中上游（如武汉、重庆

等）。

图3 长江上游地区铁矿石进口运输系统现状

这样复杂的环节容易导致运输成本升高、货

损严重。横沙港区的建设将改变铁矿石等大宗散

货的运输格局，长江上游的江船可以直接停靠，

这将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图4）。

图4 横沙新港建成后的铁矿石进口运输系统

2.3 高端产业的支撑

横沙岛在围垦后将形成巨大的土地，根据工

程方案设想，可形成约140 km2的土地面积，这相

当于一个厦门本岛的面积。远大于洋山深水港的

陆域范围。这也使得在横沙布局先进临港产业成

为可能。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

要性，因此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业成为

再工业化的发展重点。对于上海来说，实体产业

同样非常重要，有了实体，有了工业基础，才会

有服务业需求，金融、保险、法律等等高端服务

业才会有根基。

从发展阶段来看，国际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

不会逆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制造业领域

具备一定优势，仍是受跨国公司青睐的国际产业

转移主要承接地。生物、装备、信息、能源、环

保等将成为产业转移的热点领域[3]。对于横沙岛临

港产业选择，本文认为应结合上海城市的总体形

势，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

备制造业，如：民用航空产业、海洋工程装备、

汽车及相关物流服务、新能源设备等等。此外，

要大力发展国际物流业，在横沙中转的集装箱不

仅仅是水运中转，还要依托自由贸易区进行国际

采购、配送、分拨等等业务，使横沙岛成为国际

供应链的一个重要节点。

2.4 港城发展的方向

在港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绝大多数港

口都会有背离城市中心，向外海、江口、水深的

地方发展[4]，如：广州港、天津港等。这是因为：

1）港口深水化、船舶大型化趋势的需要；2）背

离城市，用地相对不紧张，可以布置临港工业；

3）能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4）为城市发展腾挪

空间（如上海世博期间，黄浦江两岸码头的整治

就是典型）。

上海港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经

历了“黄浦江—外高桥—洋山”的发展历程。未

来，吴淞、外高桥港区的发展也将逐步饱和，与

城市、工业、交通的矛盾会日益凸显。因此，可

以考虑届时将靠近城区、与城市发展有冲突的港

区，包括后方的临港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等逐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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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横沙岛，为上海城市的发展腾挪出新的空间。

2.5 密集的班轮干线网络

船舶大型化一直是国际航运市场发展的最典

型的特征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

加速，资源和产业的全球配置为航运业带来了充

足的货源保障，同时班轮公司不断追求运输经济

性促使船舶大型化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变化将对

未来世界航运业格局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联盟

化、网络化，枢纽化成为明显的特征。

班轮公司不断完善其在全球航运网络上的战

略布局，一些重要港口航线航班密度迅速增加，

由于“马太效应”的集聚作用，而成为全球干线

网络中为数不多的重要节点。为顺应国际航运发

展新潮流，世界主要港口无一例外地大规模建设

深水码头和深水航道，以满足大型集装箱船运营

的要求，加紧打造全球干线网络中的战略性枢纽

港。如果届时上海没有形成20 m深水的泊位，那

么以2万TEU的船型为核心的干线网络将无法形

成，相关的吞吐量也会下降。

因此，横沙新港址将承接国际航运干线网

络，提升我国港口的整体竞争力。

2.6 自由贸易区

近几年，上海港国际中转集装箱吞吐量也实

现了快速增长。2005年上海港承担国际中转集装

箱吞吐量为40万TEU，2010年增长为148万TEU。

洋山港区的建设显著提升了上海港在国际航运体

系中的地位，使上海港逐步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

的集装箱中转港之一。

由于横沙岛处于长江口内，便于监管，可以

考虑将自由贸易区功能与横沙岛的开发相结合。

同时，配套大量转口贸易企业入驻，发展离岸金

融、保险等产业，最大程度发挥横沙岛的价值，

提高国际中转箱的比例。

3 功能定位设想

上海横沙新港区有着一般港口不可替代的

优势，未来应当成为上海港的重要港区，为上

海港、上海市、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线地区的发

展服务，为我国全面开发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服

务。其定位设想如下：上海港“横沙新港区”是

上海港整合调整、转型升级的承接地；是上海市

进一步先行先试，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支

撑；是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线地区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经济腾飞的重要

依托；是我国沿海的重要枢纽港、进一步提升国

际竞争力的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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