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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参与

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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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新时代中国如何推进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问题, 采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 对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内涵

和意义、 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港口项目实施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挑战等方面进行研究, 得出战略支点港口价值在于实现中国

在全球经济贸易、 国际产业合作及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 目前实践过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 收获了瓜达尔港、 吉

布提港、 比雷艾夫斯港、 汉班托塔港等一批不同价值功能的战略支点港口, 为中国的海外战略实施积累了基础, 但是存在

受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影响大、 实际控制运营的港口少、 港口与产业和城市建设联动不足、 中国标准应用有限等问题亟需

解决。 从港口价值链的宏观视角, 提出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谋划战略支点港口布局, 以港产融合或港产城联动模

式和以创新投融资实施模式分类推进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 加强中国规则和标准在境外港口应用等发展策略, 为中国谋

划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部署提供科学依据和实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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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how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delve
 

into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Chinas
 

overseas
 

strategic
 

fulcrum
 

port
 

project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value
 

of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lies
 

in
 

fulfilling
 

Chinas
 

strategic
 

needs
 

in
 

global
 

economic
 

trad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ensuring
 

resource
 

and
 

energy
 

security. Positiv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practice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with
 

different
 

value
 

functions such
 

as
 

Gwadar
 

Port Djibouti
 

Port Piraeus
 

Port and
 

Hambantota
 

Port which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overseas
 

strategies. However there
 

are
 

urgent
 

issues
 

to
 

resolve including
 

significant
 

impacts
 

from
 

geo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
 

limited
 

number
 

of
 

ports
 

under
 

actual
 

control
 

and
 

operation inadequate
 

integration
 

between
 

ports
 

and
 

industr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limite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tandard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of
 

the
 

port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uch
 

as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layout
 

of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strategic
 

pivot
 

ports
 

through
 

port-industry
 

integration
 

or
 

port-industry-
city

 

linkage
 

models
 

and
 

innovativ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mplementation
 

mode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rules
 

and
 

standards
 

in
 

overseas
 

ports.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scientific
 

justifica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hinas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of
 

overseas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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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航海时代以来, 以港口为节点的贸易串起

了资源地、 生产地、 消费地, 带动了国际贸易的

兴起, 使世界各国加速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Vers-

chuur
 

等  1 通过研究发现, 每 1 美元通过港口的贸

易平均为全球经济贡献 4. 34 美元的价值。 港口的

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 全球治理和共同繁荣。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地和消费地之一, 经贸

关系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 港口则是连通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关键枢纽, 其不仅是区域合作中物流

和供应链的物理节点, 更是经济融合、 产业协作

与地缘政治布局的平台。 当前中国在海外已陆续

投资建设了瓜达尔港、 科伦坡港、 吉布提港等一

批重要的港口项目, 为中国海外战略实施积累了

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以及“海洋

强国” 、“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提出, 加上国

际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多变, 为此,

进一步加强以港口海运作为链接全球的战略支

点, 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稳定, 拓展国际经贸合

作、 产业布局, 对推动新时代中国开展国际合作

及参与全球治理意义重大。 但目前关于战略支点

港口的研究大多基于识别方法、 宏观布局、 战略

构建等视角  2-5 , 对港口价值链或战略支点港口

建设实施模式等的研究比较少, 因此本文基于港

口价值链视角提出中国参与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

设策略。

1　 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1. 1　 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内涵

由于港口具有天然的国际属性和连港成网属

性, 国内港口与海外港口共同构建起一个国家的

国际贸易和权力网络。 港口是资源集散的枢纽,

港口城市是国与国之间经济来往的节点。 早在

19 世纪, 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

汉在 “海权论” 三部曲之一的 《海权对历史的影

响》  6 就指出海权国家推动全球治理的关键因素之

一是要拥有足够多的海外良港作为支撑, 这是对

战略支点港口最早的论述。 现代学者根据各自的

研究背景和视角, 对战略支点港口进行了不同的

定义和阐述  7-8 , 但总体来说, 战略支点港口是由

“战略支点” 衍生而来  9 , 在全球或区域战略中扮

演关键角色, 能够支持国家海外战略部署、 促进

区域合作与经济发展的特殊位置或基础设施。 因

此, 战略支点港口是指在地理空间上位于重要战

略位置, 能够成为连接不同区域, 支撑国际经济

贸易、 产业布局、 军事行动、 科研考察等活动的

关键港口,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经济发展、

保障全球经济贸易和资源能源通道安全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港口价值链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  10 下进一

步探讨港口物流服务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增值活动

对全球价值功能的作用影响。 从更宏观的视域理

解, 港口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 为全球经

济繁荣和全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其价值

的最大化体现。 港口价值链随着国际形势和全球

供应链加快调整带来新需求, 未来, 加紧向 “海

域” 和 “陆域” 两个纵深延伸、 统筹发展和安全、

跨区域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议题在新时代港口

价值链重构中变得更加重要。 因此, 本文的港口

价值链侧重站在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视域

下, 重点面向境外地区, 以港口作为连接全球的

战略支点, 进行国际或区域经济贸易合作、 海外

市场开拓与国际产业布局、 保障资源能源供应链

安全以及推动全球治理能力提升, 其强调港口战

略价值在全球的布局延伸。 本文按其战略支点港口

主导价值功能, 划分为经济贸易型、 战略保障型、

产业合作型及具备多种功能的综合型, 见表 1。 其

中, 仅出于商业利益承建的、 没有重要战略价值

的港口工程, 为一般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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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港口价值链的战略支点港口类型
Tab. 1　 Port

 

types
 

as
 

strategic
 

fulcrums
 

based
 

on
 

port
 

value
 

chain

类型 主要价值功能 主要位置

经济贸易型
确保国际海运物流供应链的稳定与高效,支撑中国全球经济贸

易的顺畅运行

处于经济贸易相对较好,或与中国商品贸易较多的关

键地区和通道节点

战略保障型
保障战略资源、能源的运输或补给,保障区域安全稳定以及国家

外交战略利益

处于资源、能源丰富地区且运输关键区域,或扼守全球

重要航运命脉及影响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区和节点

产业合作型
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合作能力,也为中资企业提供更

加稳定、高效的海运物流服务,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处于产业基础良好、腹地较大或产业发展潜力较高的

关键地区和节点

综合型　 　 综合以上两种及以上类型的主要价值功能且功能的权重差不多 上述关键位置,或枢纽港、门户港

1. 2　 建设海外战略支点港口意义

1. 2. 1　 围绕国际主航线服务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海运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全球 90%

以上的国际商品贸易通过海上运输实现, 中国对外

贸易运输量的 90%也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  11 。 海运

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和经济的长期繁

荣,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CTAD)  12 的研究

结果表明, 在过去 40 年, 海运贸易与经济总量、

国际贸易呈高度正相关。 作为全球贸易的主动脉、

生命线, 国际海运主航线紧密联结着世界各地的

主要经济引擎与贸易枢纽, 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

可或缺的桥梁, 承载着庞大的国际货物流通与人

员往来需求。 当前, 中国港口已与全球 600 个以

上的港口建立航线联系, 外贸海运量占全球海运

总量 29. 9%, 全球海运中“中国因素”作用更加明

显。 通过在国际海运主航线上布局战略支点港口,

可以有效缩短运输距离、 降低物流成本, 确保国

际物流供应链的稳定与高效, 支撑全球经济贸易

的顺畅运行  13 ,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国在全球贸

易中的地位。

1. 2. 2　 围绕地缘政治服务中国资源能源通道安全

全球资源能源通道的安全稳定是国家发展的

重要保障。 然而, 地缘政治格局的日益复杂性对

中国海外利益影响重大, 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容忽

视: 油气与部分矿产资源高度依赖外部供给, 尤

其是海上能源通道的单一性与脆弱性, 长期受制

于“马六甲困局”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 使得能

源供应链安全成为亟待强化的战略要点。 中国近

年来在海外关键资源富集区精心布局战略支点港

口, 如瓜达尔港、 皎漂港、 达尔文港, 旨在构建

一个多元化、 高韧性的资源能源安全网络, 以拓

宽资源能源进口的渠道, 深化国家资源能源安全

的战略纵深, 确保石油、 天然气、 矿产等战略资

源的稳定供应。 通过建立这些“战略支点”, 中国

不仅可以确保资源能源通道的安全畅通, 更是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 保障中国海外利益与区域综合

安全的生动实践。

1. 2. 3　 围绕国际产能合作的中资企业产业布局

目前中国在海外共建了超过 70 个海外产业园

区, 超过一半是与港口紧密结合。 港口作为连接

海陆的重要枢纽, 为企业提供便捷的物流通道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在全球关键区域布局战略支

点港口, 中国能够为中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 高

效的物流服务, 有效降低其海外运营成本, 增强

其国际竞争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国门, 在海外寻求发展

机遇。 依托战略支点港口为跳板, 深入开发沿线

国家市场, 开展国际产业合作, 推动产业链、 供

应链、 价值链融合发展, 既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

经济产业转型机遇,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推动中国

产业的全球布局、 逐步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

产业分工体系, 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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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港口项目实施情况

2. 1　 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布局及参与模式

当前中国参与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是以企

业出海为主, 根据已有文献  11  和  12  不完全统

计, 从 1979—2023 年, 中国各类企业参与海外港

口项目已超 135 个, 涉及港口约 128 个, 参与的

港口项目与国家战略引导高度关联。 根据全球重

要航运地缘战略区域、 海外港口价值功能、 国家

海外战略利益、 外交关系、 港口能力及经济腹地、

中资参股运营等维度  14-16 , 并采用专家评分法,

从中国参与的海外港口实践中识别出具有重要战

略价值的港口 60 余个, 这些战略支点港口布局集

中于西北欧、 东南亚、 非洲西岸、 中东与南亚、

地中海等航区, 见图 1。 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1) 由图 1a)的战略支点港口类型看, 以经济贸易

型战略支点为主, 遍布各大洲, 尤其是集中在欧

美、 东南亚等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 符合中国全

球最大贸易国的战略选择; 其次是战略保障型和

产业合作型战略支点港口, 揭示中国资源能源安

全的重要性和逐步重视全球产业布局。 两种功能

以上的综合型战略支点港口随着国力的增长也在

不断增加。 2) 由图 1b)的港城建设模式看, 主要

以单港口建设为主, 尤其是欧美等港口开发条

件较为成熟的地区较为明显。 部分腹地条件较

好、 或产业有合作基础的则以港产融合或港产

城联动模式参与建设, 这类港口一般位于新兴

经济体。 3) 由图 1c)的投融资实施模式看, 虽

然中国参与海外港口项目以承建为主, 但是战

略支点港口则主要以收购和投资建设为主, 其

次才是承建方式参与, 显示了战略支点港口中

更侧重通过控制或参与港口运营权, 以达到海

外战略利益诉求。

·61·



水
运
工
程

　 第 6 期 彭佐康, 等: 港口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参与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策略研究∗

图 1　 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布局及参与模式

Fig. 1　 Layout
 

and
 

participation
 

mode
 

of
 

overseas
 

strategic
 

fulcrum
 

ports

2. 2　 中国典型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实证研究

2. 2. 1　 综合型:瓜达尔港

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地区, 是中巴经

济走廊的海上门户, 距有全球石油供应重要“咽

喉” 之称的霍尔木兹海峡 400
 

km, 其附近海域每

日通行石油量约占世界海运石油贸易量的 1∕3, 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瓜达尔港的建设可以打通中

国西部连接印度洋, 缩短经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通

道, 以降低海运路程、 物流成本和航运风险  17 ,

扩大战略空间。 瓜达尔港一期工程于 2002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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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由中方以无偿援助、 优惠贷款等方式进行融

资, 且以中方企业承建的方式参与项目实施; 二

期工程由新加坡企业实施建设, 但 2013 年中国海

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接管对瓜达尔港的经营权,

保障中国对瓜达尔港的运营控制。 在中国参与瓜

达尔港开发过程中, 瓜达尔港最初是作为战略保

障型港口。 随着中巴经贸合作加深, 中国参与瓜

达尔自由区以及城市设施建设, 进行产业导入,

援助编制了瓜达尔城市总体规划等, 促成中巴双

方经贸合作、 产业布局。 在整体上, 瓜达尔港成

为了中国海外综合型的战略支点港口。 中国局部

采用了国内标准应用在瓜达尔港规划建设, 并得

到当地认可, 实现了从顶层设计层面软实力输出

的尝试。

2. 2. 2　 战略保障型:吉布提港

吉布提港位于亚丁湾西南侧, 扼守进出红海

的曼德海峡, 是亚洲、 欧洲、 非洲三大洲之间海

运交通的关键节点, 每年有超过 2 万艘船舶经过。

吉布提港还是东非大陆通往世界的重要海上门户。

当前美国、 日本、 法国等多个国家在吉布提布局

了军事基地。 2017 年中国在吉布提建立的“后勤

保障基地”投入使用,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海外

基地, 作为中国在海外执行任务的重要支撑点,

该基地有利于护航编队进行高效安全的休整补给、

提升对海外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行动力, 而且

有力维护了中国在当地乃至东非的海外利益。 此

前, 后勤保障基地北侧的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码

头, 是中国招商局收购了当地港口企业的股份,

并由中国企业承建、 主要投资和运营的港口, 中

国招商局也同时运营吉布提自贸区, 实现港产联

动发展。 而中国海军建设的保障基地, 主要进行

港口及后方设施建设, 并没有进行商业用途的产

业或城市配套建设。

2. 2. 3　 经济贸易型:比雷埃夫斯港

比雷埃夫斯港位于希腊东南部、 地中海沿岸,

是距离苏伊士运河最近的欧洲大港, 该港口是中

国通往欧洲的桥头堡及重要的枢纽门户。 欧洲当

前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欧关系虽有波折

但总体贸易量巨大且相对稳定, 是中国最重要的

双边关系之一。 希腊是欧盟成员国, 比雷埃夫斯

港可以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经贸大门, 依托其建

设中欧新贸易通道和关键战略节点, 推动新的互

联互通, 为中欧经贸合作提供更加便捷、 快速和

有效的运输服务。 2016 年中远海运收购了比雷埃

夫斯港 67%股权, 获得 2、 3 号码头的经营权。 该

港口作为中资企业海外港口项目建设中发达国家

的典型案例, 是以收并购的方式获得港口的经营

权。 从港城建设模式看, 由于比雷埃夫斯港口的

建设较早, 该地区的产业和城市发展较为成熟,

中国以单港口模式参与, 即仅建设、 运营该码头

泊位, 并未明显参与当地产业合作和城市开发。

2. 2. 4　 产业合作型:汉班托塔港

汉班托塔港位于斯里兰卡的南部, 距离世界

上最繁忙的亚欧国际主航线仅 10
 

km 左右, 全球

50%以上的集装箱、 1∕3 散货及 2∕3 石油运输经此

而过, 被誉为 “ 东方的十字路口” “ 印度洋的心

脏”。 汉班托塔港背靠南亚次大陆, 港口及工业园

区周边覆盖立体式交通, 充分享受斯里兰卡“自由

港”政策, 市场潜力巨大, 能够成为中国企业进入

南亚、 中东及欧盟市场的便捷通道之一。 汉班托

塔港于 2008 年开始建设, 由中国企业承建, 项目

融资主要来自中国“两优贷款”, 项目建成后由于

斯里兰卡当局的问题, 转由中国招商局持有 85%

的股份并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取得运营权。 从港

城建设模式看, 汉班托塔港是港产城联动发展的

典型代表, 港内园区开发由中国招商局主导, 复

制和借鉴深圳“蛇口”的开发模式, 以 “港园城一

体” 的模式希望将其打造成为斯里兰卡的“深圳”。

3　 中国参与海外战略支点港口的问题和挑战

3. 1　 战略支点港口建设受地缘政治及大国博弈影

响较大

由于中国参与建设海外港口项目的企业以央

国企占绝对主导地位  18 , 不少西方媒体及社会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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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煽动中国企业参与各类海外港口项目是一种“国

家行为”, 从而造成“港口政治化”。 尤其是如今国

际环境复杂多变、 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风险不断

上升的背景下, “珍珠链” “经济殖民”以及“债务

陷阱”等论调不断扩散。 这些舆论和博弈既有西方

国家的干预, 也有部分源于东道国的国内政治运

动需要  19 , 如斯里兰卡科伦波港口城项目, 在内

外压力下, 将原本给予中国的 20 万 m2 土地永久

使用权修改为 99 年租赁权。 地缘政治敏感性及大

国博弈导致一些国家选择合作变得更谨慎, 影响

中国的海外港口合作进一步扩大。

3. 2　 依托港口的国际产业合作有待加强

当前中国参与的大多海外港口项目处于双边

合作的初级阶段、 深度合作不足, 已有战略支点

港口在产业合作方面主要为轻工业加工、 劳动密

集型产业、 资源性产业等传统产业, 更多是为海

运服务, 对于产业合作的进一步促进作用较为有

限。 参与的企业主体多数为航运类或基建类企业,

在产业园区招商运营上仍有短板, 因此类似汉班

托塔港、 瓜达尔港等采用“港口+产业园区”建设的

港产融合类项目相对较少。 即使部分采用“港口+

产业园区”建设的项目, 招商上取得一些成效, 但

产业规模上只有少量中资企业进驻, 园区产业发

展相对不理想, 国际资本进入较少, 依托港口的

国际产业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3. 3　 宏观战略视角下缺少微观尺度的关注导致港

口战略设想不及预期

目前参与的战略支点港口项目选择大多站在

超国家尺度空间等宏观战略的基础上进行, 但是

对于港口所在地的城市环境、 产业基础、 设施建

设、 人文特点等微观层面研究和关注较为薄弱。

由于出海企业对当地缺乏深入的基础研究, 导致

海外港口项目的投资建设风险大幅增加, 部分战

略支点港口的作用难以发挥,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

难以转化成“战略性” 和“内部性”。 如瓜达尔港,

由于当地产业基础较弱及安全问题较为突出, 港

口货运需求不足, 后方自由区招商也面临较大压

力, 最终导致其服务于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的能力

与早期战略设想有一定落差, 战略支点建设达不

到预期。

3. 4　 实际控制运营的港口少且中国标准“走出去”

应用有限

一方面, 中国虽然存在不少收购和投资建设

的海外战略支点港口, 但很多是小比例参股, 能

实际掌控运营管理的战略支点港口不多。 不少港

口项目仅出于纯商业利益而参与建设, 缺乏对项

目的话语权, 有些项目忽视中国宏观战略的总体

部署, 不利于战略支点港口作用的发挥。 另一方

面, 相对于电力、 高铁等基建领域在国际标准上

取得的成效, 中国在港口码头领域虽然也具备丰

富的技术积累及应用经验, 但是港口相关标准在

国际上仍然缺少话语权。 一些港口建设更是受制

于西方或当地标准, 虽然部分项目在一些环节采

用中国标准进行施工建设, 但最终也未能推动其

形成国际或地方标准。

4　 港口价值链视角下建设战略支点港口的发展策略

新时代全球发展格局中, 中国参与海外战略

支点港口的建设, 除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更要注

重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 共同构建一个基于

港口价值链紧密联系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同时,

需要依托不同价值功能的战略支点港口, 探索合

适的港城建设模式和投融资实施模式, 以及中国

软实力的输出模式, 以此进一步强化战略支点港

口向价值链高位攀升的实现。

4. 1　 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谋划战略支点

港口布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海洋作为连接世界的天

然纽带, 承载着重要战略作用。 中国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 提出了“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 该理念超越了传统意义

上的经济合作和地缘政治博弈, 着眼于全球视野

下推动沿海国家共享海洋红利, 共创繁荣未来,

而港口无疑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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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必须坚持“海洋

命运共同体” 理念开展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布局建

设, 把握关键区域、 关键通道和关键枢纽, 进一

步巩固西北欧、 地中海等国际主航运区的战略布

局, 积极布局东南亚、 南亚、 非洲、 拉丁美洲等

新兴市场, 构建全球港口战略网络, 以不同价值

功能的战略支点港口建设促进中国与全球的联动,

共同构建一个以“和平、合作、共享”为基础的全球

经贸发展和海洋治理体系。

4. 2　 以港产融合或港产城联动模式推动海外战略

支点港口建设

除相对孤立或功能单一的港口(如位于战略要

冲、 离岛等战略保障型港口或对外贸易单一窗口

的经济贸易型港口)可考虑单港口建设模式外, 更

重要的是通过港口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形成港口

与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推动港口经济的持

续发展, 或进一步探索港口、 产业与城市发展相

结合的新路径, 促进“港产城”的联动发展, 共同

提高港口的经济效益和整体竞争力, 实现把港口

的战略影响扎根本土并延伸至港口后方腹地, 构

建具有韧性、 撬动性和支撑性的网络战略支点。

港产融合模式是指港口与周边产业形成紧密

的协同效应, 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优化, 促进经

济活动的高效集聚。 位于经济活跃地带、 周边拥

有丰富的资源要素或消费市场, 并具备产业发展

潜力的港口, 可采用港产融合模式建设。 这强调

了港口作为空间载体不仅为货物提供集散功能,

还要积极参与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提供仓储、 加

工、 金融贸易等多元化服务,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聚集与协作, 方便于依赖海路运输的产业

享受便捷的物流服务和较低的运输成本。 该模式

适用于产业合作型和经济贸易型战略支点港口。

港产城联动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展了港产融合

的概念, 将港口、 产业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 形

成一个相互依存、 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 具有天

然的地理优势, 能够吸引国内外资本、 技术和人

才的流入, 与城市紧密联系的门户港或经济腹地

广阔的港口, 可采用港产城融合模式建设, 强调

通过港口提供高效的物流服务, 推动产业的发展

和城市的繁荣; 同时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也

为港口提供了更多的货源和市场需求, 进一步促

进港口的发展, 实现港口、 产业与城市发展紧密

联动, 推动区域经济向着更加高效、 包容的方向

发展。 该模式适用于产业合作型、 经济贸易型和

综合型战略支点港口。

4. 3　 以创新投融资实施模式分类推进海外战略支

点港口建设

中国海外港口项目的投融资实施模式多样,

在推进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中, 要结合不同价

值功能的战略支点港口, 实施不同的、 有利于港

口战略推进的模式。

战略保障型港口是处于经济相对落后、 腹地

产业发展能力一般及偏远地区但有特殊意义的港

口, 由于往往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可主要采用合

资投资+特许经营方式参与, 以政策性贷款、 优

惠贷款为主, 并需要政府给予一定运营补贴。 其

中有重要外交战略价值的港口可采用官方发展援

助方式支持建设, 但运营环节则应以商业化经营

为主。 对于部分需要进一步承担市政设施的项

目, 可考虑与东道国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形式, 降低相关基

础设施的投资及运营压力。

产业合作型港口处于东道国产业相对发达地

区、 港口腹地经济较好或有资源进出口需求的地

方, 由于涉及开发建设内容较为复杂多样, 包括

港口、 市政设施、 产业园区乃至城市综合开发,

其港口建设可主要以 PPP、 合资新建、 租赁等方

式建设运营。 融资上可在中国政策贷款、 优惠贷

款的基础上, 引入东道国优惠贷款或地区性开发

银行贷款, 适当引入当地产业资本, 形成利益共

同体, 绑定后方相关产业资源共同开发。

经济贸易型港口是位于欧美等经济较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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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中国有重要经贸联系地区的港口, 其多数邻

近国际主要航线, 港口吞吐量较大, 自身维持运

营能力较强, 其港口建设可主要采用兼并收购方

式, 获取港口运营公司一定股份, 继而控制或影

响港口运营管理, 以发挥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作

用。 由于项目自身通常具备较强的商业运作能力,

市场化程度较高, 融资方式上可采用如银行贷款、

股权融资、 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推动项目实施。

4. 4　 加强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战略支点港口作为连接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枢纽, 其建设和运营规则

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已建立了

完善的港口标准化体系, 积累了港口工程建设、

投资、 经营的实力, 对外影响力日渐增强。 在参

与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过程中, 必须加强推动

中国自身规则和标准的应用, 提升港口的运营效

率和安全性, 为全球港口治理贡献中国港口发展

经验, 推广中国模式、 中国标准。 包括不限于以

智慧港口、 数字航道为突破点推动中国标准与新

型基础设施融合, 抢抓绿色航运与全球能源转型

机遇提出中国方案, 全面加强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和标准, 推动国际规则体系改革, 提升中国在全

球贸易和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5　 结论

1) 在港口价值链视角下, 战略支点港口具有

连通性、 支撑性和撬动性, 不仅是货物运输的枢

纽, 也是产业合作以及信息、 资金和技术交流的

平台, 更是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其战略地位

日益凸显。

2) 在新时代海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中, 需要

综合考虑国际形势、 国家利益和地方实际, 坚持

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谋划战略支点港口布局,

加强价值引领, 以前瞻性、 战略性视角把握全球

关键区域、 关键通道和关键枢纽, 实现中国海外

利益战略部署。

3) 按照不同港口的经济地理区位及腹地和集

疏运通道条件, 坚持以港口为核心推动产业和城

市融合模式实现境外战略支点港口建设, 把港口

的战略影响深入港口城市并扩展至经济腹地。

4) 针对港口项目投融资特点, 加强探索多种

投资融实施模式创新组合推动境外战略支点港口

建设, 以此取得具有战略价值港口实际的控制运

营权或参与议价能力。

5) 加快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在战略支点港口

应用, 提升国际话语权, 为实现“海洋强国”、构建

“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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