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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宁波舟山港在原港口规划指导下取得长足发展, 已成为世界吞吐量第一大港。 原规划实施后港口内部发展需求

和外部发展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 亟需提升战略定位和发展理念, 以适应国际新形势和国内新要求。 结合新一轮宁波舟山

港总体规划实践, 从港口总体规划层面, 在落实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 优化港口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加强和提升港口重

点和传统货物优势、 集约利用港口岸线、 补齐公共配套短板、 妥善处理港口规划刚性与弹性等方面提出新时期下宁波舟山

港总体规划思路和重点, 促进宁波舟山港世界一流强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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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ngbo-Zhoushan
 

Por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riginal
 

port
 

planning
 

and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port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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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pu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plan the
 

port s
 

intern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It
 

is
 

urgent
 

to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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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concepts
 

to
 

adap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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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new
 

domestic
 

requirements. Combin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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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bo-Zhoushan
 

Port
 

master
 

planning
 

practice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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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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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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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舟山港作为全国沿海主要港口之一, 是

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国内、 国际物

流的重要节点, 为我国沿海、 长江三角洲、 长江

沿线地区的大宗能源、 原材料中转运输和集装箱

干线运输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6 年 12 月, 交通运

输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 《宁波-舟山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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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2014—2030 年)》  1 , 有效指导了宁波舟

山港一体化建设发展,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

续 13 年稳居世界第一, 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3 年位

居世界第三, 对支撑保障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 年以来, 随着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2 、

长三角一体化  3 、 世界一流强港  4 、 交通强国、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国

家战略和重大规划在浙江省陆续实施, 宁波舟山

港又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和一批服务国家的重大

战略任务。 同时, 随着国家 “双碳” 战略目标的

强力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更加严格, 对宁

波舟山港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原港口总体规划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发展要

求, 亟需提升战略定位, 转变发展理念, 实现高

质量发展。 本研究在服务世界一流强港建设背景

下  5 , 重点关注新形势下宁波舟山港战略定位和

发展方向, 提出新一轮总体规划的思路和重点。

1　 发展现状和总体评价

1. 1　 港口发展现状

2020 年底, 宁波舟山港共有千吨级及以上生

产性泊位 500 多个, 综合通过能力约 12 亿 t, 其

中深水泊位数 230 多个, 20 万吨级及以上超大型

泊位数在全国沿海港口中遥遥领先, 占比约 19%。

全港公用码头与企业专用码头协同发展, 有近 40 条

不同等级航路、 航道和 80 余个锚地。

宁波舟山港吞吐量保持平稳增长, 连续 13 年

稳居全球首位, 2020 年, 宁波舟山港共完成货物

吞吐量 11. 7 亿 t, 外贸量 5. 4 亿 t。 宁波舟山港坐

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 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3 个物流保税区, 形成

了全方位、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 分区域来看,

宁波、 舟山两港域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一定

差异: 宁波港域凭借腹地经济的有力支撑, 始终

保持着较快发展的态势, 2020 年吞吐量达 6 亿 t;

舟山港域从整合以来不断加大港口开发力度, 吞

吐量持续高速增长, 2020 年吞吐量达 5. 7 亿 t, 未

来发展势头依旧强劲。

宁波舟山港在腹地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

调整下, 煤炭吞吐量下降, 石油、 金属矿石、 矿

建、 集装箱等货类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LNG、 商

品汽车、 化工品等新兴货类实现了快速发展, 其

在全国沿海和长三角港口群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

已经成为长三角及长江沿线区域铁矿石、 原油主

要中转基地和集装箱枢纽港。 在我国沿海港口集

装箱增长势头普遍放缓的态势下, 宁波舟山港集

装箱运输依旧保持快速发展, 国际枢纽作用进一

步增强, 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1. 2　 港口发挥的作用

宁波舟山港承担了浙江省沿海港口外贸运输

的 95%、 国际航线集装箱的 99%, 长江三角洲及

长江沿线地区港口外贸运输的 34%、 国际航线集

装箱的 40%, 已成为长三角及长江沿线地区的江

海联运服务中心和重要外贸运输枢纽, 支撑了腹

地能源、 钢铁、 石化等产业的发展, 引导了腹地

工业化和生产力布局调整。 宁波舟山港已经成为

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线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

及宁波、 舟山两市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依托, 在

腹地对外开放、 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3　 港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岸线利用规划尚不适应沿海产业调整和发

展新变化, 港口资源亟需整合。 原规划中岸线利

用实施过程中无法适应国家战略发展, 亟需结合

区域产业整合、 结构调整的需求, 合理利用岸线

资源, 开展分类岸线利用规划研究, 对已利用岸

线充分挖潜, 对存量岸线优化调整。

2) 航道锚地通航保障能力紧张, 成为港口高

效运营和空间拓展的短板。 近几年, 宁波舟山港

发展迅速, 航道、 锚地等资源已不足以满足高速

发展的需求。 一是航道通过能力紧张、 局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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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饱和; 二是港区配套航道建设滞后; 三是港口

配套锚地不足。

3) 集疏运体系滞后于港口建设, 不利于港城

融合发展。 宁波舟山港集疏运体系结构不合理,

与快速增长的港口货物吞吐量相比明显滞后。 一

是过度的公路运输对城市交通影响巨大; 二是铁

海联运发展滞后导致向内陆腹地拓展推进难度大;

三是多式联运成本高严重影响运输结构调整的推

进速度, 四是集疏运体系建设缺乏系统性, 港口

之间不能优势互补, 影响资源集约化、 高效化

利用。

2　 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2. 1　 面临的新形势

2. 1. 1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

国际层面, 全球经济尚在复苏、 全球贸易进

入低速增长阶段、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大

背景下, 国际经贸格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

幅增加,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对于高端产品市场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国内层面, 我国正处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 有计划分步骤实

施碳达峰行动, 确保能源安全。 未来我国将坚持

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 1. 2　 区域发展战略形势

2017 年以来,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 长

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落户浙江。 自

由贸易试验区、 共同富裕示范区、 全球先进制造

业基地、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等一批重大产业、

重大能源、 重大交通设施项目加快推进, 对宁波

舟山港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支持腹地经济发展、

引领和带动临港产业发展等方面指明发展方向和

服务重点。

2. 1. 3　 交通行业发展趋势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6 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纲要(2021—2050 年)》  7 要求交通行业全

面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有力保障

国家安全, 支撑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打造

经济高效、 安全便捷、 智慧绿色的“世界一流港

口”成为我国港口标杆之一的宁波舟山港新时代发

展的新目标。

2. 2　 面临的新要求

1) 优布局。 提升和拓展港口发展质量和空

间, 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物流枢纽节点, 支撑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

2) 提质素。 持续增强港口综合实力, 确保我

国油气、 金属矿石、 粮食等能源、 战略物资供应

链稳定、 安全。

3) 促经济。 适应腹地经济及能源结构调整的

变化, 加快运输结构调整、 拓展服务功能、 延伸

辐射范围, 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4) 强引领。 发挥港口战略资源引领作用, 大

力发展海洋经济, 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5) 增绿效。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 生态优先的

发展理念, 打造绿色安全的现代化港口。

3　 规划思路

围绕将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和

国际枢纽港的总体目标, 本文提出新一轮宁波

舟山港规划研究思路, 见图 1。 1) 按照落实国

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要求, 系统梳理港口发展现

状, 全面评估原规划实施效果, 客观评价存在

问题; 2) 从国际视野和全局视角把握港口发展环

境, 多维度、 多层次预测港口运输需求; 3) 高起

点、 高站位完善港口功能定位, 科学合理制定港

口空间资源开发方案; 4) 全方位提升配套设施服

务水平, 充分发挥港口规划的引领作用, 构建功

能完善、 开放融合、 布局合理、 保障充分、 集约

高效、 统筹协调、 绿色低碳、 安全可靠的现代港

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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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一轮宁波舟山港规划思路

4　 新一轮规划重点

4. 1　 明确港口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明确港口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是建设世界

一流强港的指引和关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全球经济秩序深度调整, 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将呈现

新的发展趋势, 未来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 从过去“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逐步

转变为“内外兼顾、以内为主” 的双向型经济。 同

时, 我国已经进入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需要深入分析国内外宏观发展环境, 研判腹地经

济社会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 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对内对外开放以及交通行业等发展趋势对港口的

要求, 明确宁波舟山港在支撑国家战略、 服务腹

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

地位, 确定其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
4. 2　 加强和提升港口重点和传统货物运输优势

1) 原油、 油气化工品。 宁波舟山港油品及化

工码头及罐区规模全国首屈一指, 从服务自贸区

油气全产业链的角度, 亟需全港统筹优化, 综合

码头、 罐区、 管道等设施条件和能力, 兼顾交割、
贸易、 仓储习惯及市场竞合等因素, 优化大型原

油码头布局, 科学引导油气化工品码头布局, 注

重油气码头总量控制。
2) 铁矿石。 在整合鼠浪湖和马迹山铁矿石储

运基地资源的基础上, 兼顾其他铁矿石运输要求,
统筹全港铁矿石码头资源和江海联运服务中心需

求, 提升铁矿石运输保障能力。
3) 集装箱。 进一步促进外贸集装箱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 注重资源挖潜、 整合提升, 积极拓展

梅山东部集装箱码头空间; 优化金塘、 六横、 洋

山等预留集装箱岸线利用; 提升集装箱港口后方

配套堆场、 集疏运系统服务能力; 调整内贸集装

箱码头布局, 统筹镇海、 北仑、 梅山等适宜发展

内贸集装箱的岸线定位及开发。

4) LNG。 结合区域天然气运输和保障能力建

设, 统筹考虑 LNG 码头接收中转、 转运、 加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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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基于港航、 海事、 引航等相关部门意见, 优

化全港 LNG 接收站码头、 锚地布局, 从完善国家

储备体系角度, 兼顾 LNG 储备需求。

5) 煤炭。 在国家“双碳”目标大背景下, 综合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 火力发电技术革命、 国家经

济安全性等因素, 紧密把握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进程, 抓关键、 抓节点, 结合国家能源消费新

要求和新形势以及煤炭储运和发电的发展趋势,

优化全港煤炭码头布局。

4. 3　 科学制定港口空间规划方案

宁波舟山港岸线资源丰富, 港区和港点众多,

港口发展已经到了“谋划增量要发展, 提升存量要

效益”的多措并举阶段。 一方面迫切需要对新增主

要运输系统的大型码头布局和新港区开发, 从建

设必要性、 方案可行性、 以及安全环保适应性等

角度深入科学论证, 支撑港口发展空间的持续拓

展; 另一方面, 迫切需要对存量岸线进行优化和

提升, 淘汰港口落后产能, 加强港口先进产能,

统筹散状港点的系统布局和规模化发展。 同时,

要围绕浙江提出的“一岛一功能”, 打造“功能岛”

相关规划要求, 优化配套港口空间布局。

宁波舟山港基础设施能力已由供给不足转为

基本适应, 虽然港口岸线和水域空间资源总量相

对丰富, 但未开发宜港深水岸线资源逐渐趋紧。

在落实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机遇期, 本次

规划将以整合提升全港岸线资源、 深水岸线集约

利用作为重点, 谋划拓展增量岸线, 深入论证浅

水深用, 适度开发非港口岸线。 在制定港口规划

方案中, 需要解决大陆与海岛、 深水与浅水、 公

用与专用、 顺岸与复式、 岸线与水陆域、 港口与

非港口、 占用与退出、 功能提升与调整、 刚性与

弹性等多方面的岸线集约利用问题。

修造船作为宁波舟山港的传统优势产业, 现

状布局分散、 产能过剩、 岸线利用率低。 本次规

划需要重点结合全球航运和修造船市场需求, 迫

切需要通过实施兼并、 重组、 转型、 升级, 加快

全港修造船岸线的调整、 优化布局, 注重腾退岸

线资源的再利用。

陆岛交通、 城市货运、 旅游客运作为宁波舟

山港规模化开发港口岸线的重要补充, 呈现散点

布局的特点, 是服务两地人民生活、 城市生产的

重要支撑。 经过多年建设, 其运输格局和规模已

基本形成, 结合陆岛交通船舶大型化、 危险品滚

装运输、 城市建设矿建材料运输等要求, 需要对

现有客货运输体系进行优化和提升, 关注运输规

模大的矿建材料布局, 解决小、 散、 弱等问题。

4. 4　 解决港口发展的痛点、堵点和风险点

宁波舟山港作为全国第一个港口资源整合的

沿海大型港口, 其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提高码头岸线利用效率以外, 其他公共配套

资源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关键, 需要配套与码头相

匹配的航道锚地资源, 通畅的港口集疏运体系,

服务高效的引航、 海事、 拖轮、 救助、 边检、 口

岸等支持系统, 以及溢油处置及时的应急能力和

保障有效的海事服务基地。

1) 缓解航道与锚地资源不足。 宁波舟山港所

辖水域非港口涉水基础设施(跨海大桥、 海上风

电、 海底管廊等)的快速发展使得全港通航环境日

趋复杂, 特别是中部核心水域和北部水域航道、

锚地日趋紧张, 严重影响了港口的可持续发展,

亟需站在长三角航道锚地资源一体化视角, 从资

源容量、 通航组织、 海事监管、 船舶航行安全等

角度, 定量评估主要航道通过能力和锚地资源容

量, 研究航道保护范围和提升方案, 积极拓展港

内外锚地功能和空间, 提出缓解航道与锚地不足

的方案及措施。

2) 突破港口集疏运瓶颈。 宁波舟山港的集疏

运瓶颈逐步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亟需构

建江海联运、 铁海联运、 河海联运、 管水联运的

多层次、 现代化集疏运体系。 公路在优化港口后

方路网布局的基础上, 研究专用公路集疏运通道

和集卡停车场布局方案; 铁路重点解决北仑、 梅

山、 穿山等疏港铁路支线布局方案及其与金甬、

杭甬等腹地货运铁路衔接和能力发挥; 内河重点

研究杭甬运河内河航道布局以及河海联运出海口

布局方案; 管道结合相关油气管道现状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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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节约利用管廊带资源。

3) 提升溢油处置能力。 宁波舟山港油品和液

体化工码头规模巨大, 危险品船舶流量不断增加,

受岛屿地形复杂、 风大雾多等自然条件影响, 所

辖海域逐渐成为区域海上交通事故和溢油污染事

故的高风险区。 为有效应对全港海域日益升高的

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风险, 提高海上溢油

应急能力, 需要从港口规划顶层设计研究溢油能

力布局规划, 解决溢油风险点。

4. 5　 妥善处理港口规划刚性与弹性的关系

上一轮港口规划的实施效果总体上刚性较强、

弹性不足, 本次规划修订需要处理好规划刚性和

弹性的关系。 结合交通运输部印发的《调整港口深

水岸线标准》  8 、 《进一步明确港口总体规划调整

适用情形和相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要求》  9 和

《加强港口岸线管理工作》  10 等相关规定, 从港口

功能定位、 重点货类布局、 码头等级确定、 港口

岸线划分、 平面方案制定、 配套设施布局等方面

研究规划刚性和弹性的平衡, 既要保证规划指导

港口建设的约束性和刚性, 又要为港口及其后方

产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留有一定的弹性。

原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批复后, 2018 年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

的通知》  11 , 规定“除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涉及

围填海外, 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对于上

一轮已批复尚未实施的港口规划围填海和规划新增

的围填海, 需要妥善处理退出和预留等问题”。

5　 结语

1) 宁波舟山港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

带的 T 形交汇处,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天

然深水良港条件, 其直接经济腹地为浙江省, 间

接腹地则覆盖整个长江经济带。 近年来, 随着一

系列国家和区域战略落地浙江、 长三角和长江沿

线, 宁波舟山港对我国南北沿海地区、 乃至东北

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辐射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2)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新一轮宁波舟山港总

体规划修订工作势在必行, 尤其是针对宁波舟山

港这类发展至一定规模、 对发展质量有高追求的

港口而言, 锚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目标, 需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服务国

家和区域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实施, 进一步提升运

输保障能力、 物流服务水平以及空间布局合理性,

加速临港产业集聚和综合运输体系构建。

3) 按照战略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高质量

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结合、 需求导向与资源集约利

用相结合、 全局方案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等原则,

本文提出新时期下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思路和重

点, 是新一轮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编制的引领,

有助于促进宁波舟山港世界一流强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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