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配置资源
提高港口运营效率

港口作为国际供应链的重要节
点，一直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2016 年，全球主要港口
完成货物吞吐量 153亿吨，全球前

30 大集装箱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 3.7 亿标准箱。未来全球主要港
口普遍预期吞吐量仍将保持良好增
长。

随着港口规模的扩大，如何合
理使用岸线、土地等资源，提高港
口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率，是当前港
口企业和港口管理机构共同面临的
主要问题。全球不少港口在资源配
置上各有妙招。

法国勒阿弗尔港务局主席兼总
裁赫福·马代尔介绍，勒阿弗尔港
通过码头设施的私有化，将码头运
营推向市场，提高了 20%的产能。

“海运联盟再构、通关管理、班轮
和多式联运以及物流地产服务等方
面水平的提升也为港口释放了活
力。”马代尔表示。

东京港针对生产系统中集卡进
出闸口的能力瓶颈，通过设立立体
仓库，集装箱存储能力由每年的
3.6 万标准箱提升到 6 万标准箱，
装载效率由每小时 36 个标准箱提
升到 48 个。东京大都会政府港口
局副局长小野·恭一介绍，东京港
通过优化集卡等待区、加强违停和
废弃车辆管理等手段，解决了闸口
前车辆的拥堵问题。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已经是当前码头运营的惯例。德国
汉堡港通过实施港口 4.0 版的智慧
港口项目，建设了港前智能停车、
集装箱虚拟仓储、铁路数据智能闸

口以及智能在线船舶协调中心，在
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了生产翻
倍。

港口与城市
互动日益紧密

港口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优
势，城市则为港口发展提供了要素
支持和制度保障。港口与城市的互
相促进、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是
港口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
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港口
与城市之间的产业、生态、安全的
良性互动不断加深。

港口作为城市经济的主要力
量，不仅促进了临港产业布局，还
带动了劳动力就业。在宁波，统筹
发展临港产业和物流、金融、信息
等航运服务业，推进港口、产业、
城市融合发展，港口及相关产业对
全市经济贡献度超过38%。在安特
卫普，作为全球第二大化工塑料的
生产和转运中心，拥有 6000 公顷
工业区，约占港口土地的 1/2；世
界排名前十的化工企业中，有 7家
在安特卫普港建立生产基地。

绿色、低碳成为港口可持续发
展方向。目前，港口普遍采用新能
源技术、调整集疏运方式等手段，
促进港口生产的节能减排。新加坡
港致力于推动 LNG 的应用，持续
加大 LNG 的资金投入、成为全球
性的 LNG 储配中心。鹿特丹港落
实 《巴黎气候协定》，大力推进
LNG 码头的建设，并采用生物能
源、CCS、封闭的碳循环等先进技
术，实现了二氧化碳的低排放。广
州港制定实施了绿色港口行动计
划，投入使用了岸电设施、碳纤维
复合材料建造的双体高速客船。港
口集疏运结构的调整，也为降低碳
排放作出了较大贡献。新加坡港、
巴生港、东京港等积极发展水水中
转；汉堡港、勒阿弗尔港、宁波舟
山港等大力推进海铁联运，其中汉
堡港的内陆铁路运输比例已经提高
到46.6%。

港口安全同样是城市社会文明
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全球港口在预
防自然灾害、防污染、危险品安全

运输、网络安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较好地实现了人与自然、生产
与生活的和谐。神户港在防御地
震、潮汐、海啸等自然灾害方面，
建设了高达 16 米的高耐震码头，
以及抵御里氏 8级地震带来海啸的
防波堤。宁波舟山港在港区防污染
方面，构筑了高效的应急处置体
系，建立了全方位的海上溢油监视
监测系统。大连港在危险货物安全
生产方面，通过管控风险、排查隐
患、落实责任、强化监管、提高人员
安全意识等重要举措，有效提升了
港口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新加坡
港在网络安全方面，与鹿特丹和巴
塞罗那港联合建立网络安全防范的
工作机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港口合作
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

随着世界贸易和集装箱运输的
不断增长，大型船公司正通过合
并、收购、联盟等方式开展全球服
务，逐渐具备了更大的市场主导能
力。相对单个港口而言，意味着降
低了与船公司的谈判能力，从而导
致港口间的竞争加剧。为了应对经
济全球化和航运业的重大变革，港
口间合作正成为一种趋势。

相邻港口一体化。如宁波舟山
港，真正实现了行政管理、资产主

体和业务运营的一体化，实现了两
港资源的深度融合。但这种形式存
在着影响因素较多、整合困难较
大、融合时间较长的问题，短期成
效不明显。

区域港口联盟化。像法国勒阿
弗尔、鲁昂、巴黎组成的塞纳河域
大巴黎港口联盟，以及日本东京湾
港口联盟。这种形式主要采用市场
化手段结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
现联盟中各港口“分工合理、优势
互补、良性竞争、协同发展、互利
共赢”的集群效应，但联盟的长期
可靠性有待观察。

港口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国际港口之间缔结为友好
港、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巴生港
与深圳港、福州港、青岛港等多个
港口缔结为友好港；安特卫普港与
宁波舟山港、深圳港、广州港等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广州港与比利
时安特卫普港、德国汉堡港等全球
38 个港口缔结为国际友好港。港
口国际合作项目不断增多。新加坡
港务集团在全球八个国家参与了
13 个港口发展项目；宁波舟山港
与东京港实现了集装箱船舶动态信
息共享，与德国汉堡港签订了技术
合作协议，与马来西亚巴生
港达成互派人员培训、技术
交流等多个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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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资源整合、港口物
流可持续发展、港口安全和
安保，甚至如何解决港口的
交通拥堵，围绕“创新与共
享，建设高效、安全、智慧
港口”的主题，全球13家知
名港口管理机构代表昨天在
宁波进行了一场“头脑风
暴”，既总结各自发展经验，
又分享彼此的创新做法。“这
一国际交流平台，加深亚
洲、欧洲港口之间的相互了
解，架起港口管理机构与港
口企业间的沟通桥梁。”宁波
市港口管理局局长张世方
说，为期一天的会议，与会
代表达成了三项共识，收获
满满。

“‘向海而生，倚港而兴’
的 宁 波 市 ， 在 丝 路 精 神 的 弘 扬
下，已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
支点城市、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和物流节点城市、长三
角宁波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昨天
上午举行的第三届全球港口管理
机构圆桌会议，副市长褚银良代
表市委市政府就宁波积极发挥港
口优势，做大做强新港口经济作
了主题发言。

“宁波舟山港的快速发展，关
键得益于宁波与舟山两个港口历
经 10 年的一体化进程。”会上，

褚银良专门就宁波舟山港一体化
工作，与与会嘉宾分享了“六个
一”的经验体会。首先，要有一
体 化 的 纲 要 ， 按 照 “ 规 划 一 张
图”的总体思路，宁波编制了展
望到 2030 年的 《宁波-舟山港总
体规划》，实现了两市在岸线开
发、水域使用和临港产业等方面
的共同利益。

二是营运管理一体化。形成
了由省海港委主管行政，省海港集
团 （宁波舟山港集团） 负责资产运
作，宁波舟山港股份公司负责港口
运营管理和港口经济发展新模式，
构建了分工合理、责任明确的现代
企业管理体制。

三是集疏运网络一体化。“十
三五”期间，我市规划重大项目

24 个，重点补齐内河和铁路能力
不足短板，提高高速公路的集疏运
能力。

四是运输组织一体化。近年
来，宁波市通过强化海港、空港、
陆港建设，完善江海联动、海铁联
动、河海联动、公水联动，基本建
成了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的现代化港口集疏运体系。

五是监管服务一体化。褚银良
表示，加强政府监管服务，提升
一体化水平，是助推港口综合实
力的重要保障，对此，宁波强化
岸线管控一体化，持续推动口岸

“大通关”建设，推动信息数据互
联 互 通 、 共 享 共 用 。 将 “ 互 联
网+”深度融入港口管理中，加快
推进智慧港口建设，整合宁波舟

山港、嘉兴港、台州港、温州港
以 及 义 乌 陆 港 涉 海 涉 港 信 息 资
源，搭建集“船、港、货”物流
信息的海洋港口综合信息平台，
构建智慧港口体系。

六是港、产、城一体化。在
“港城相依、联动发展”的港城一
体化理念下，宁波统筹发展临港工
业、物流和金融、信息等航运服务
业，推进港口、产业、城市融合发
展 。 建 立 了 完 整 的 临 港 工 业 体
系，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能
源、车船装备、造纸、装备制造
为主的六大产业 12 大门类，是全
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能源基
地和制造业基地；壮大物流业规
模，相关物流和快递企业接近 1
万家，从业人员超过 22 万人，物

流业增加值 1000 亿元，占 GDP 比
重达到 10%；发展航运服务业 ，
拥有 140 余家航运企业，涉及航
运金融、保险、设计咨询、海事
仲裁等业务；集聚了船货网、万
联港等一批国内知名的航运电商
平台；宁波航运交易所“海上丝
路”指数不断完善，成为国际贸
易和运输合同的价格参照系。在
港口的辐射带动下，宁波港口及
相关产业对全市经济贡献度超过
38%；形成了数十个规模体量巨
大 、 在 全 国 乃 至 全 球 有 较 大 影
响 力 的 大 宗 货 物 专 业 市 场，助
推宁波成为中国经济最具实力和
活力的地区之一，成为“民营经
济大市”“制造业大市”和“外
向型经济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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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管理机构圆桌会议由新
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2015 年
发起，全球 13 家知名港口管理
机构代表参加。我市以市港口管
理局名义参加了前两届会议，并
且成功争取了今年会议的落户。

我市高度重视会议承办工
作，专门成立工作推进小组负责
组织工作，并于 3月份启动各方
邀请。目前，参会的国外港口 9
家，包括新加坡港、荷兰鹿特丹
港、德国汉堡港、日本横滨港、
比 利 时 安 特 卫 普 港 ， 来 宾 28
人，其中外籍人士 23 人，还邀
请了 2家国内港口，即广州港和
大连港。

在今年的“一带一路”国际
高峰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
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取得更大进步，让各国设施联通
更高效，贸易更畅通，资金更
融通，民心更相通。这其中，港
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支
点，而宁波恰恰是一座“向海而
生，倚港而兴”的城市，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从
唐宋直至近代，宁波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锚地，也是中国最
重要的商埠之一；20 世纪 70 年
代，国家作出了开发建设宁波港
的重大决策，东方大港浴火重
生，谱写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
设的华丽乐章。当下，在丝路精
神的弘扬下，宁波已成为“一带
一路”的建设支点城市、中国重
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物流节
点城市、长三角宁波都市圈的中
心城市。

今天的宁波舟山港，吞吐量
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
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9亿
吨的现代化港口，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个港口
建立业务合作。今年上半年，宁
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达到
15%，首次超过深圳港，跃居全
球前三甲。

“在宁波召开具有较大国际
影响力的港口圆桌会议，有助于
加强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的交流，加强宁波与国际港口
名城的交流，提升宁波舟山港学
习国际知名港口管理和运营经
验。”宁波港口管理局局长张世
方说，宁波将牢牢抓住这一机
遇，扩大城市国际影响力、提升
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全球港口管理机构“峰会”

中国首站缘何
选择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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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间合作是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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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正在热烈发言。 （徐文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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