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三大邮轮母港之一，厦
门邮轮经济近年来发展颇为迅速，这
其中，离不开厦门“朋友圈”的助力。

记者从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了
解到，截至目前，厦门与悉尼、阿姆斯
特丹、莫斯科、普吉府等 20 个城市结
为国际友城。在加拿大温哥华、荷兰
阿姆斯特丹、乌克兰基辅及俄罗斯莫
斯科等地建立 26 个海外联络处，在印
度、南非、俄罗斯、日本设立 4 个海外
投资贸易服务联络点。

另据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人
士透露，作为国家四大邮轮运输试
点示范港口之一，厦门港在开发“一
带一路”邮轮产品方面实现了多项
全国创举，为“一带一路”建设再添
风采。

3 月初，全国首条跨东南亚六国
“一带一路”航线在厦运营，覆盖菲律
宾、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柬埔寨、
泰国等国家。

3 月 22 日，我国首个以邮轮为载
体的“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推广活
动——“海丝路闽南情”文化旅游汇在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启航，登陆菲律宾、
文莱、马来西亚。“通过重走‘海丝’，
传播乡音乡情，该活动赢得沿线国家
良好的社会反响。”陈志平称。

数据显示，自 2016 年 8 月开通第

一条“海丝”航线以来，厦门港共接待
国际邮轮 79 艘次，邮轮游客完成 20.9
万人次。 2017 年运营了 9 个“一带一
路”航次，涵盖菲律宾、越南、新加坡
等，旅客吞吐量 3.44 万人次，同比增
108%。

“今年上半年，厦门港已运营 5 个
‘一带一路’航次。今年下半年预计运
营 10 个‘一带一路’航次，其中 8 个已
提前被订满。”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
有限公司邮轮业务负责人张海军表
示，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邮轮体验“海
丝”之旅，其中超过 90%的中国游客是
从厦门港出发的。

陈志平表示，“今年下半年，厦门
母港将继续运营‘妈祖金身下南洋’
等独具闽南特色的主题游轮航次，
厦门港将继续通过‘邮轮 +文化’传
播 模 式 ，有 效 培 育 邮 轮 市 场 ，打 造

‘富文化母港、高颜值景域’，展示厦
门丰富多元的文化旅游资源，吸引
中 外 游 客 搭 乘 东 盟‘ 友 谊 之 船 ’互
访，‘走出去’‘引进来’两相结合，搭
建厦门与‘海丝’沿线国家交流互动
的友谊桥梁。”

福建厦门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
城市，而厦门港则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节点港口。相信未来，厦门港
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地位将更加明显。

厦门港作为东南沿海国际航运
枢纽和现代航运服务中心，海上航
线通达五洲。数据显示，厦门港与
世界 50 个国家 129 个港口有直接往
来 ,其中包括拥有北美、欧洲、中东、
澳洲、红海、非洲、东南亚及东北亚
等国际航线 84 条，“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海丝”）航线 53 条。此外，全
港建设生产性泊位达 164 个，其中万
吨级以上 75 个，2017 年集装箱吞吐
量增长 8%，突破千万标箱。

而借助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
机遇，厦门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
大。“目前，厦门港全球航线 149条，其
中‘一带一路’航线有 53 条，途经 18
个国家的 38个港口，年集装箱吞吐量
115 万标箱。”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志平介绍，福建省

民营经济发达，不少企业家率先在
“一带一路”沿线设工厂、贸易点，带
动了大量物流运输需求，所以厦门港
在“一带一路”的开拓上也走在全国
前列。

另外，通过拓展中欧（厦门）班列
与海铁联运，厦门港成为了“海丝”与

“陆丝”关键连接的物流枢纽。
中欧（厦 门）国际货运班列作为

中欧“安智贸”首条铁路航线试点，
已相继开通厦门通达匈牙利布达佩
斯、波兰罗兹、俄罗斯莫斯科、德国
汉堡、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多条中
欧、中亚班列线路，通达 9 个国家 13
个城市，目前货源地覆盖广东、江
西 、浙 江 、台 湾 、东 盟 等 地 。 截 至
2018 年 6 月，厦门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329 列、22824 个标箱，累计货值 8.34

亿美元。
厦门港通过加强海铁联运，着力

拓 展 台 湾 地 区 和 东 盟 国 家 货 源 。
2016年 4月厦门开通为台资企业量身
打造的中欧（厦门）班列“冠捷”专列，
2017年 8月首批越南货物也经厦门中
转，通过海铁联运方式运往了德国和
波兰。2017 年，海铁联运完成 2.54 万
标箱，同比增长 29.39%。

陈志平表示，借助完善的铁路和
公路网络，中欧（厦门）班列运营质量
效益得以提升，大力发展海铁联运也
使得厦门港对外开放的辐射功能空
前强大。而充分发挥海港、空港、陆
路综合交通集成优势，强化港口和机
场门户功能，厦门港可构建通达全球
的海陆空运输网络，打造“一带一路”
大通道。

如今的厦门海天集装箱码头繁
忙而有序，车辆来回穿梭，机械不停
运转，却少见工作人员。在码头操控
室里，记者看到，机械司机陈树林正
用手轻轻推动操控杆，没多久，电脑
显示屏就显示集装箱任务完成。

陈树林说：“作业环境都是通过
电脑扫描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根据
电脑扫描出来的一些作业工况，比如
说它的高度，米数这一类的，然后我
们通过电脑设定，从集装箱车道到船
上的一个装卸位置，这个点到点的位
置是由电脑来直控的，都是很精确
的。”

他还告诉记者，码头设备远程操
控改造完成后，司机们都坐进了办公
室，产业工人实现了“白领化”。过
去，集卡过闸时包括识别箱号、录入
数据、检查箱体等流程都要依靠人力
完成，一辆拖车至少需要 90 秒，且每
个闸口都要专人值守。集装箱智慧

物流平台上线之后，集卡过闸时间明
显缩短，得到客户赞许。

“这是厦门港积极推动智慧物流
平台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服务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体区建设、更好
发挥厦门港优势的重要工程。没有
启动这套系统前，全部流程都要依靠
人力完成，耗时耗力。自 2016年新系
统上线以来，闸口通过能力大幅提
升，人力成本下降。”厦门集装箱码头
集团总经理许旭波说。

许旭波介绍，近年来厦门港加快
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步伐，陆续研究
开发出码头设备远程操控改造、“集
装箱智慧物流平台”、网上营业厅、

“4G 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等多项服
务创新举措，提高了货物通关效率，
降低了客户物流成本。其中，凭借

“厦门港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厦门
港更是将中国港口科技进步一等奖
收入囊中。

许旭波说，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
的使用及推广，解决了信息不共享、
效率不高的“痛点”，不仅实现了从船
代订舱开始到集装箱进码头闸口前、
从进口办单到提货还箱的各方物流
信息汇集与实时共享，还促进平台与
覆盖口岸功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进行有机联动、互补，优化厦门港
营商环境。

港口智慧化改造也使港口生产
能力大幅提高，厦门港的集装箱吞吐
量已跃升为我国 8 大港之一，在全球
排名第 14 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
能够同时靠泊 4 艘 20 万吨超大型集
装箱船舶的港口。

“便捷的通关模式，完善的码头
配套措施，提高了靠泊和作业效率，
也让我们将更多航线停靠在厦门港，
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赢的结果。”厦门
中远海运集箱公司代理部负责人王
宜告诉记者。

集中火力 打造优质“智慧港”

立足特色 培育多元“邮轮圈”

发挥优势 扩大国际“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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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上午，骄阳似

火 ，在 厦 门 海 天 集 装 箱 码

头，一艘来自伊朗的货轮正

徐徐靠岸，高大的岸桥准备

启动装卸程序。开阔的后

方堆场上，几千个集装箱等

待着装船，各更多的集装箱

通过铁路或公路被运往福

建省内外……这样的情形，

每天都在厦门港上演。

近年来，厦门港充分发

挥在口岸、贸易投资、华侨

华人、人文历史、民间交流

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重点推

进互联互通、经贸合作、海

洋合作、人文交流四大核心

枢纽建设，成为与东南亚国

家交流合作的海陆交通枢

纽，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地位

将更加明显。

8 月 20 日，伴随着“联合 25 号”
货轮的靠泊，从湖北黄石而来的一
箱箱装满红砖的集装箱开始在台州
玉环大麦屿港区“登录”。“近段时
间红砖供不应求，我们通过曹妃
甸、盘锦，以及新开的锦州、黄骅
航线，用集装箱将红砖运到大麦
屿港区，供应温台市场。”浙江大
麦屿港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陈淑
卫说，目前每个月仅红砖这一货
源，大麦屿港区就要输送 1000 多
个集装箱。

近年来，台州港不断加快港口
基础设施建设，开辟新航线，通过
整合港口资源，“握指成拳”发挥台
州港自身优势，成为融入“长三角”
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匹快马。

明确定位
破除发展瓶颈

大麦屿港区是目前台州集装箱
吞吐量最大的码头。一年到头，不
计其数的陶瓷、卷钢、粮食、煤炭、
板材等从这里输入台州，再将台州
生产的小家电、机电、家具、水泵等
产品运往各地。

走进大麦屿港区的集装箱堆
场，3000 余个集装箱让人仿佛置身
一个巨大的“乐高游乐场”。作为
台州南部湾区的“一港”，大麦屿港
区不仅是一个航运港口，也是台州
开放发展、接轨长三角的重要门
户。

台州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周祥
寿介绍，融入长江经济带，台州对
于港口的定位更多趋向于资源的整
合。

2017 年 5 月，大麦屿港务有限
公司与浙江省海港集团启动并购。
大麦屿港区和宁波舟山港区结成集
装箱“喂给港”和“枢纽港”的关系
后，有效提升了集装箱运输的喂给
服务能力，继而增加了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

大麦屿港区的老客户，台州富
岭塑胶有限公司主管胡晓颇说，合
并前，他们经常会遇到船期难凑以
及空箱不够等情况。但如果从公路
运输到宁波转运，企业就要多承担
每个标箱 700 元至 1000 元的费用。

“合并后，情况有了明显改善。”胡
晓颇说道。

优化布局
引导企业“弃陆走水”

“台州集装箱水路运输占比不
到 10%。”周祥寿说，近年来，台州积
极推进港口建设、开放合作。尤其
是 2016 年国家部署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以来，台州港口建设及开放
合作成效显著。

2017 年，台州完成港口货物吞
吐量 7056.6 万吨，连续 5 年创历史

新高；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1.28 万标
箱，首次突破 20万标箱。

台州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南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处长
三角和海西经济圈交汇接合部的台
州各个港口，以服务台州地区为
主，兼顾服务浙中南地区，是浙江
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台州融
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通枢纽。而
目前在台州，每年集装箱的总量达
110-120万标箱。

“台州的集装箱比较分散，开辟
干线的条件还尚未成熟。”周祥寿
说，要让集装箱“弃陆走水”，就需
要更明晰的顶层设计和更精准的服
务，“就集装箱中转来说，我们争取
每日开通至宁波舟山港 1000—3000
吨级的集装箱航班，提高台州港集
装箱的喂给能力。”

目前台州正以头门港区为核心
港区，以大麦屿、海门为重点港区，
统筹发展健跳、龙门、黄岩港区和
其他港点的分层次布局，在开发格
局上日趋完善。

整合资源
核心港区初步形成

周祥寿介绍，除了大麦屿港区
与宁波舟山港集团的并购外，头门
港区、海门港区、龙门港区均以不
同方式与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
山港开展合作。

“大麦屿港区重点发展现代物
流业和对台直航运输。海门港区以
服务台州主城区生产、生活物资运
输为主。”周祥寿说，而作为台州的
核心港区，头门港区近期以承接海
门港区货运功能转移和临港工业发
展为主，远期发展为集散功能强、
临港工业发达的综合性港区，“清
洁能源、汽车交易中心以及钢材交
易中心等临港产业，将成为头门港
区的远期潜力。”

在港口设施上，头门港区二期
两个 5 万吨级码头新建、一期码头
滚装改造项目开工。目前台州港已
建成 181 个码头泊位，万吨级以上
的深水泊位就有 9 个，最大靠泊能
力为 7.4 万吨。此外，沿海高速、台
金高速东延、杭绍台公路、玉环漩
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等对于港口输
运体系的建设也捷报不断。

“过去五年，台州港抓改革、重
创新，促转型、惠民生，其中港口吞
吐量节节攀升，港口投资创历史最
好纪录，核心港区初步形成，积极
参与全省港口一体化的成效逐渐显
现。”台州市港航管理局局长周建
业表示，下阶段，台州将进一步整
合各个港区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更加积极地融入长江经济带，
并通过海铁联运向浙西腹地辐射，
为浙江西部打通大宗商品物流通
道。

厦门港海天码头。 吴广宁 摄

厦门国际邮轮中心。 福建省港航管理局供图

台州港加速融入“长三角”
□ 通讯员 高昇 李奔 全媒记者 陈俊杰

台风影响逐步消退
滚装运量有所回升

本周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
运 输 综 合 运 价 指 数（CARFI）为
935.84点，较上期下跌 12.07%。

本 周 上 水 航 线 运 量 持 续 下
降，本周降幅达 22.69%，运价基本
与上周持平，部分航线运价小幅
下跌 1.53%。下水航线运量在经
历上周锐减后，本周有所恢复，增
长 75.02%，部分航线运价回落 ,运

价下跌 15.9%。
本 周 长 江 商 品 汽 车 滚 装 运

输运量整体增长 23.6%，台风天
气造成的影响逐渐消退，但由于
各大主机厂销量不振，水运运量
随之受到影响，船东安排部分运
力 停 航 检 修 ，船 舶 运 营 效 率 较
低。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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