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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十二五” 期沿海港口建设、 运营情况

１１　 港口建设情况

“十二五” 期ꎬ 全国沿海港口建设投资总体高

位运行ꎬ 分年度看呈 “前高后低” 建设态势ꎬ 分

地区看 “后发地区增长迅速、 传统港口强省∕市增

速放缓或投资下降”ꎻ 期间ꎬ 新增码头泊位 ８００ 余

个ꎬ 其中深水泊位超过 ５５０ 个ꎬ 新增年通过能力

约 ２０ 亿 ｔꎬ 仍保持较大建设规模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全国沿海拥有各类生产性泊

位约 ６ ８００ 个ꎬ 其中深水泊位约 ２ ２００ 个ꎬ 年通过

能力合计约 ８８ ５ 亿 ｔꎮ 从主要货类运输系统看ꎬ

煤炭、 原油、 矿石和集装箱专业化泊位年通过能力

分别为 １７ ０ 亿、 ８ ７ 亿、 １０ ０ 亿 ｔ 和 １ ７ 亿 ＴＥＵꎻ

其中ꎬ 北方八港煤炭装船泊位年煤炭下水能力

６ ５ 亿 ｔꎬ ２０ 万吨级及以上原油泊位年一程接卸能

力 ６ ２ 亿 ｔꎬ ２０ 万吨级及以上矿石泊位年一程接卸

能力 ５ ９ 亿 ｔꎮ

１２　 港口运营情况

１)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总量、 外贸货物吞吐量

增速趋缓ꎮ “十二五” 期ꎬ 受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

增速回落的影响ꎬ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放缓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外贸货物吞

吐量分别为 ９３ ５ 亿和 ３５ ３ 亿 ｔ １ ꎬ “十二五” 期

年均增速分别为 ７ ５％、 ７ ８％ꎬ 相比 “十一五”

期、 “十五” 期均有所下降ꎬ 且呈前高后低发展态

势(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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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 年以来全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变化态势

　 　 ２) 货类结构进一步优化ꎬ 四大传统货种所占

比重下降ꎬ 新兴货种吞吐量增长强劲ꎮ 随着我国

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ꎬ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ꎬ 四大

传统货类保持稳定增长ꎬ 所占比重由期初的

７３ ０％下降至期末的 ６８ ８％ꎬ 除铁矿石增速稍高

外ꎬ 煤炭、 石油、 集装箱增速均低于沿海港口平

均水平ꎮ 同时ꎬ 依托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发

展ꎬ ＬＮＧ 和商品汽车则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ꎬ 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２４％和 １０％(图 ２)ꎮ

图 ２　 “十一五” 期末、 “十二五” 期末我国沿海

港口吞吐量构成比例

３) 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集中在环渤海、 长三

角两大港口群ꎬ 环渤海、 东南沿海、 西南沿海港

口群吞吐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分主要货种

看ꎬ 煤炭、 原油、 铁矿石吞吐量主要集中在环渤

海、 长三角港口群ꎬ 分别占 ８０％、 ７７％、 ９２％ꎻ 集

装箱吞吐量主要集中在环渤海、 长三角及珠三角

港口群ꎬ 占 ９１％ꎮ
１３　 港口适应性分析

总体来看ꎬ 全国沿海港口总体适应当前国民

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ꎬ 泊位能力由存在缺

口转为基本适应ꎬ 但存在货种、 区域的不平衡性ꎮ

北方八港煤炭下水泊位能力基本适应煤炭下

水需求ꎬ 但煤炭上水接卸能力ꎬ 尤其是长三角、

西南沿海港口群煤炭专业化上水码头能力不足ꎮ

原油专业化码头通过能力总体适应度较高ꎬ 高于

国家要求的 １ １ 的保障水平ꎬ 分区域的泊位通过

能力也基本满足区域原油运输需求ꎮ 矿石专业化

泊位能力仍存在一定缺口ꎬ 且具有一定的区域不

平衡性ꎬ 东南沿海港口群泊位能力适应度较高ꎬ

东南沿海港口群没有专业化矿石泊位ꎬ 矿石接卸

全部在通用泊位完成ꎮ 集装箱泊位年通过能力经

充分挖潜后可达到 １ ９ 亿 ＴＥＵꎬ 适应度基本满足

需求ꎮ

２　 我国沿海港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ꎬ 我国沿海港口发展逐步从以总量为主

的初期发展阶段ꎬ 逐步向中后期发展阶段过渡ꎬ

港口建设任务增量减少ꎬ 港口结构优化、 服务能

力提升、 转型升级要求迫切ꎮ

１) 港口供给能力明显增强ꎬ 发展成效显著ꎮ

在经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全面建设后ꎬ 沿

海港口的规模、 等级、 设施和作业条件等均得到

改善ꎬ 缓解了过去 “船货压港” 和能力不足的局

面 ２ ꎬ 总体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

需要ꎬ 煤油矿箱及 ＬＮＧ 等专业化码头能力和配套

航道条件基本适应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ꎮ 港口发

展成效显著ꎬ 综合性大型枢纽港发展势头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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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港口布局日趋均衡ꎬ 功能不断完善ꎮ

沿海港口总体布局日趋合理ꎬ 基本形成五大

区域港口群体ꎻ 老港改造与新港建设并举ꎬ 区域

港口群内大中小港口协调发展ꎮ 同时ꎬ 沿海港口

功能不断完善ꎬ 服务效率不断提升ꎬ 基本完成第

二代港口向第三代港口的转变 ３ ꎬ 成为外向型经

济发展中贸易流通的重要枢纽ꎮ

３) 港口转型升级步伐加快ꎬ 基本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ꎮ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港口需求增速下降、

港口间同质化竞争严重、 港口企业效益增长乏力、

港口发展面临环保安全压力以及新技术、 新业态

涌现等背景下ꎬ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ꎬ 沿海港

口转型升级步伐加快ꎮ

４) 港口资源整合掀起新一轮热潮ꎬ 促进区域

港口一体化发展ꎮ

当前ꎬ 国家战略逐步由单点式向区域式发展

转变ꎬ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协调发

展等国家战略给区域港口资源整合创造良好条件ꎮ

通过港口资源整合ꎬ 以资本为纽带ꎬ 协同港口间

发展的重点和趋向ꎬ 实现区域港口的良性、 共赢

发展ꎮ

５) 港口建设和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ꎬ 港口发

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ꎮ

沿海港口投资、 经营市场基本形成了以国有

资产为主ꎬ 带动民营资本和外资共同发展、 齐头

并进的多元化格局ꎬ 主要港口经营性设施建设融

资渠道畅通ꎬ 资金约束逐渐弱化ꎬ 港口发展的内

生动力不断增强ꎻ 同时ꎬ 政企注重分工协作ꎬ 职

责渐趋归位ꎮ

在沿海港口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ꎬ 依

然存在外延式粗放型扩张不可持续、 港城矛盾日

益突出、 在物流体系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市

场化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ꎮ

３　 我国沿海港口发展方向

３１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沿海港口的影响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ꎬ “十三五” 期将

是我国沿海港口 “提质增效升级” 的转型关键期ꎬ

沿海港口发展将呈现 “增速放缓、 货类优化、 服

务升级、 模式转变、 整合发展” 的新趋势 ４ ꎮ

１)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ꎬ 导致港口

需求形势发生变化ꎮ

经济新常态下ꎬ 沿海港口将告别过去高速增

长期ꎬ 步入中低速发展通道ꎬ 呈现吞吐量净增量、

年均增速 “双下降” 的趋势ꎮ 在产业结构升级、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消费支出

对经济拉动作用进一步提高、 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等背景下ꎬ 沿海港口货类结构将进一步优化ꎬ 大

宗能源原材料吞吐量增速将进一步放缓ꎬ 集装箱、

ＬＮＧ、 商品汽车、 重大件、 邮轮游艇客运等将成

为新的增长点ꎬ 所占比重将进一步提升ꎮ 此外ꎬ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产业布局的差异性ꎬ

导致长三角、 珠三角港口群吞吐量规模趋于稳定ꎬ

西南沿海、 东南沿海港口群吞吐量显著增长ꎮ

２) 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实施ꎬ 要求港口功能进

一步提升ꎮ

在我国全方位开放背景下ꎬ 自贸区战略的深

入实施及 “一带一路” 六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

建设ꎬ 将提高我国沿海港口在全球运输网络中的

资源配置能力ꎬ 推动港口航运经纪、 商贸展示、

金融保险、 港口地产、 跨境电商、 航运交易、 船

舶交易、 信息咨询、 海事仲裁等现代服务功能全

面发展ꎬ 推进沿海港口航运、 物流中心的建设ꎮ

３)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ꎬ 要求港口加强

资源整合、 发挥辐射引领作用ꎮ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沿海港口加快资源整

合、 优化布局ꎬ 以市场为主导、 资本为纽带ꎬ 最

终形成错位发展、 优势互补、 竞争有序、 合作共

赢的区域港口群ꎮ 同时ꎬ 作为全球化物流平台和

对外开放的门户ꎬ 沿海港口急需扩展对陆向纵深

腹地的辐射范围ꎬ 提升服务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ꎬ 带动和引领内陆腹地经济发展ꎮ

４)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ꎬ 要求实现港、 产、 城

协调发展ꎮ

城镇化发展ꎬ 一方面会产生老港区搬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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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 港城矛盾将进一步显现ꎻ 另一方面ꎬ 造成生

活用地与港口工地、 交通用地、 产业工地和临港

工业环境等的冲突ꎮ 在 “多规合一” 背景下ꎬ 为

推动城镇化发展ꎬ 港口在与城市、 产业协调发展

中的作用更加突出ꎬ 要求港口在轴带经济布局下ꎬ

与城市、 产业一体化发展ꎮ

５) 新技术的发展ꎬ 要求港口探索 “互联网＋

港口” 运营模式ꎮ

随着国际上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应用

技术的普及ꎬ 今后港口竞争力将从硬件组成方面ꎬ

转到服务港口供应链的竞争上ꎬ 要求沿海港口借

力 “互联网＋” 的发展理念ꎬ 打造融合创新的智慧

型港口ꎬ 引导企业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ꎬ 由主

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ꎬ

实现港口行业的跨界融合ꎮ

３２　 沿海港口吞吐量预测

１) 全国沿海港口吞吐量预测ꎮ

根据沿海港口吞吐量历年发展趋势、 港口

吞吐量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互关系ꎬ 结合国内外

经贸发展趋势ꎬ 综合预测 ２０２０ 年全国沿海港口

吞吐量将达到 １１５ ０ 亿 ｔ ꎬ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

速为 ４ ２％(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全国沿海港口总吞吐量预测 亿 ｔ

预测方法
回归

分析

二次指数

平滑

三次指数

平滑

二次移动

平均

弹性

系数

预测结果 １２４ ３ ９８ １ １２７ １１５ ４ １１９ ０

推荐值　 １１５ ０

　 　 ２) 港口吞吐量增速合理性分析ꎮ

作为对外开放的门户ꎬ 沿海港口发展水平与

国民经济密切相关ꎮ 借鉴已完成工业化国家和地

区沿海港口发展经验ꎬ 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ꎬ 港

口吞吐量增长大致呈 “Ｓ” 型曲线ꎬ 吞吐量增速呈

先增后降趋势ꎮ 分工业化阶段看: 一般情况下ꎬ

工业化初期ꎬ 港口吞吐量迅速增长ꎬ 运输弹性系

数大于 １ꎻ 工业化中期ꎬ 港口吞吐量增速最快ꎬ 运

输弹性系数大于 １ꎻ 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ꎬ

港口吞吐量进入中低速增长期ꎬ 运输弹性系数总

体小于 １(图 ３)ꎮ

图 ３　 工业化发展阶段及港口吞吐量变化趋势

今后较长一段时期ꎬ 我国将处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ꎬ 同时向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

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目标奋斗ꎬ 国民经济

仍将保持中速增长ꎬ “十三五” 期 ＧＤＰ 增速约

为 ６ ５％ꎮ 同时ꎬ 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ꎬ 产业

结构将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变ꎮ

根据预测ꎬ “十三五” 期全国沿海港口吞吐量

将保持 ４ ２％ 的中等增速ꎬ 低于 ＧＤＰ 年均增速ꎬ

与国际港口吞吐量发展规律及其与工业化发展阶

段特征基本一致 (图 ４)ꎮ

图 ４　 我国 ＧＤＰ 增速与全国沿海港口吞吐量增速趋势

４　 “十三五” 期沿海港口发展思路

经济新常态下ꎬ 沿海港口必须坚持贯彻 “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ꎬ
破解发展难题ꎬ 厚植发展优势ꎬ 推动我国从 “港

口大国” 向 “港口强国” 升级ꎮ
１) 坚持创新引领ꎬ 增强沿海港口发展动力ꎮ
沿海港口发展融入创新理念ꎬ 通过科技创新、

管理创新、 服务创新、 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ꎬ 推

动港口转型升级ꎮ 大力推进物联网、 云计算、 大

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ꎬ 促进智慧型港口建设ꎻ 创

新港口管理运营体制机制ꎬ 开放市场准入ꎬ 优化

资源配置ꎬ 创新合作开放模式ꎬ 提高港口经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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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ꎻ 拓展港口物流服务功能ꎬ 拓宽港口业务

领域ꎬ 发展港口金融、 港口地产、 港口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ꎬ 推动港口多元化发展ꎻ 围绕上海自贸

区发展ꎬ 创造 “可复制、 可推广” 的经验ꎬ 通过

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提升沿海港口国际

资源配置能力ꎮ

２) 坚持协调发展ꎬ 实现港口协调发展以及港

产城联动发展ꎮ

完善港口布局规划ꎬ 统筹港口群之间的协调

发展ꎻ 加快区域港口资源整合ꎬ 以市场为主导、

以资本为纽带ꎬ 优化资源配置ꎬ 统筹港口群内大、

中、 小港口协调发展ꎮ 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ꎬ

统筹港口与内河、 公路、 铁路等运输方式的协调

发展ꎮ 落实 “多规合一” 政策ꎬ 强化规划管理ꎬ

树立港口、 产业、 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理念ꎬ 实施

“以港口引导产业、 以产业带动经济、 以经济促进

港口” 的良性发展战略ꎬ 实现港产城联动发展ꎮ

３) 遵循绿色发展ꎬ 提升沿海港口发展水平ꎮ

绿色发展是港口实现可持续、 健康发展的根

本保障ꎬ 要求港口经济更注重与资源、 环境的协

调发展ꎮ 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岸线、 土地和水域资

源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ꎻ 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ꎬ

推广岸电、 变频、 绿色照明、 油气回收等节能减

排新技术和以 ＬＮＧ 等清洁能源为燃料的港口接卸

设备的应用ꎬ 加强环境保护设施建设ꎬ 加强港口

环境监测、 粉尘和噪声污染防治ꎬ 创建绿色生态

低碳型港口ꎬ 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ꎮ

４) 坚持开放带动ꎬ 实现共享发展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 开放发展是沿海港口

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ꎬ 通过 “走出去、

引进来、 拓内陆”ꎬ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港口强

国ꎮ 沿海港口应紧抓我国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机遇ꎬ

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 战略ꎬ 开展跨境、 跨国业

务ꎬ 通过 “走出去”ꎬ 构建全球服务供应网络ꎻ 利

用外部优势资源ꎬ 引进具有核心资源的战略合作

伙伴ꎬ 通过 “引进来”ꎬ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ꎮ 同

时ꎬ 通过构建辐射内陆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和布局

内陆港ꎬ 将沿海港口功能向内陆全面延伸ꎬ 激发

沿海港口发展内生动力ꎮ

现代物流是新时期提升港口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ꎮ 沿海港口通过提供全程供应链服务、 开展全

方位经营、 实行全过程管理ꎬ 以港口信息系统为

纽带ꎬ 将港口、 货主、 船公司、 代理、 内陆集疏

运及口岸等政府单位有机地集成在一起ꎬ 建立多

方共赢互利的信息共享机制ꎬ 实现运输、 仓储、

信息、 金融、 加工等业务融合发展ꎬ 多方共享港

口经济发展成效ꎬ 提升沿海港口发展层次ꎮ
５) 调整建设节奏ꎬ 发挥有效投资引领作用ꎮ

码头等基础设施方面: 重点考虑提升南方煤炭

专业化码头的上水能力ꎬ 相应在珠三角、 西南沿海

港口布局建设 １５ 万~２０ 万吨级外贸煤炭接卸泊位ꎻ

在充分利用既有原油码头接卸能力的基础上ꎬ 结合

我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发展、 原油管网布局及炼油

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新形势ꎬ 适当选址建设大型原

油接卸码头ꎻ 在西南沿海港口布局建设 ４０ 万 ｔ 矿石

泊位ꎻ 充分挖掘既有和在建集装箱码头能力ꎬ 重点

在干线港新建或改扩建 １ ８ 万 ＴＥＵ 以上超大型集装

箱泊位ꎻ 同时ꎬ 重点建设 ＬＮＧ、 商品汽车、 邮轮等

新兴货种专业化码头ꎮ 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以新港

区航道、 防波堤建设和既有港区的航道提升为重

点ꎬ 加强航道、 防波堤、 公用锚地等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ꎻ 加快推进铁路 “最后一公里” 和内河集疏运

通道的建设ꎬ 推进主要港区疏港高速公路的建设ꎬ
构建 “立体式、 全方位、 多元化、 高效率” 的港口

集疏运体系ꎻ 以规模化集装箱港区为重点ꎬ 加快港

口后方物流园区、 产业园区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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