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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问题是现代化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面镜子——
交通发展将带来机遇，一样会带来挑
战。

随着江苏铁路、航空、港口补
短板进程加快，到 2035 年，江苏省
将基本实现一日联通全球、半日通
达全国、2 小时畅行全省、各设区
市 1.5 小时抵达南京，货物经由江
苏口岸直运主要发达国家和“一带
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交 通 缩 短 时 空 ，放 大 人 的 视
野。一位淮安籍人士说，要赶在宁
淮高铁开通前到南京置业，身边有
人甚至计划去上海寻找事业的“舞
台”。黎峰表示，大城市“虹吸效

应”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中小城
市而言，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越
来越近，意味着有机会获得更多的
资源和发展机遇，但是人才和产业
也 可 能 伴 随 着 路 网 的 通 达 而 流
失。要规避在“虹吸效应”中错失
发展机会，需要各地把专业分工抓
好、做好，处理好整体发展和个体
发展的关系。

“‘虹吸现象’一般发生在区域
发展的极化阶段，快捷的交通更加
方便中心的集聚，这时确实需要周
边腹地科学地处理与中心的关系，

最好错位竞争，形成差异化发展格
局。等到‘扩散效应’占到主导地
位，便捷的交通网络将更加利于资
源向下层渗透，从而缩小地区差
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
所副所长方维慰研究员说。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孙华强说，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关
键要用好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核心竞
争力，如杭黄高铁极大地促进了黄山
发展，因为黄山的旅游资源独一无
二。而苏州相城、吴江、太仓等地，则
可利用与虹桥枢纽地缘相近的便利，

打造整体功能强大的枢纽组团，形成
枢纽偏好型产业发展高地。

资源与区位优势相对匮乏之
地，比如苏北许多地区，何去何从?

“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推动城市之间
产业的水平分工逐步弱化、垂直分
工逐步增强。”孙华强坦言，一个产
业链中的某个环节在哪个城市布
局，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
平、区位条件和要素禀赋。培育吸
引源，长远地看，起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市场，不过在初期阶段，需要
政府有形的手从中发挥作用。

江苏港口发展亟待再提速
□ 特约记者 梅剑飞

在 长 三 角 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背
景下，江苏港口必须加速整合，培
养核心竞争力。

大型货轮“太平洋胜利
号”长 295 米，宽 46 米，日前，
这一“巨无霸”型船满载铁矿
石 缓 缓 驶 入 江 阴 港 ，吃 水
11.36 米，气势壮观。而在南
京龙潭港，进出的大型船只
日渐增多。

今年 1月至 5月，江苏全省
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10.4亿吨，同比增长 12.6%。据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任超介
绍，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
水航道工程全线贯通后，沿
江港口 5 万吨级、10 万吨级、
20 万吨级及以上船舶到港艘
次持续增长。

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
越发明显，沿江港口 1 月至 5
月货物吞吐量 8.2 亿吨，同比
增长 12.3%。这也意味着江
苏省港口集团成立两年来推
进一体化改革，逐渐形成“一
盘棋”发展格局成效渐显。

“江苏港航事业历史性变化已
经有了良好开端。”江苏省港口集
团董事长王永安表示，按照“打造
承载全省港口投资、建设、管理、运
营一体化的主体平台和实施主体”
的定位，江苏省港口集团持续实施
资产整合，并且通过建立所属各港
口之间协同发展机制，使得原来港
企之间恶性竞争的状况得到很大
改观。

港口整合发展正为江苏由经济
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迈进拓展出一条
新的通道和一片新的天地，但江苏省
港口竞争能力的持续提升仍面临很
多突出矛盾。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江苏省抢
抓战略风口，较早实施了省域港口
整合，但是已整合港口的体量相对
较小、市场占比不高，与现代化、国
际化港口相匹配的高端航运服务、
供应链物流等发展相对不足。江苏
省港口集团对重要节点码头、关键
性的航线布局、功能性的港口资源
的整合和控制力有待加强，作为市
场主体的活力和实力较之江苏经济
发展在全国位次的匹配度不够。与
此同时，江苏省沿江沿海港口主体
众多，沿江沿海核心港口枢纽港区
多处重点货类码头由中远海运、宁
波舟山港集团、上港集团等省外企
业控股或主导经营。

“对不少企业来说，运输往上海
‘跑’，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行为习
惯、思维模式。”江苏纬信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王科伟直言，
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其他各地交
通设施未必能满足货运或出行需
要，反过来看，各地需要强化交通
基础设施的运载力，用定位和亮点
吸引特定市场群体，规避马太效
应。

作为制造业大省、贸易大省，港
口是水网稠密的江苏新一轮对内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门
户。现状是，江苏全省每年 1800 万
标箱的外贸生成量，70%以上通过
公路、铁路直接运至上海等周边港
口出海。经本省港口运输的也主
要通过支线“喂”给上海港、宁波舟
山港。

“比起同处长三角的上海、浙
江，江苏港航事业醒得早、起得迟，
发展仍显乏力。”江苏省社科院世界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黎峰说，当下需
要思考的是，如何扬我所长，彰显江
苏公铁水空管运输方式齐全、江海
河湖水运优势明显等交通特色，快
马加鞭追赶，建设好高效顺畅的江
海河、公铁水联运系统。

目前，政府层面与市场层面，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都已跨入快
车道。业界专家认为，港口等交通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可走在前列，
统筹布局和业务协同，港口间互相
参股、利益共享，长三角港口一体
化发展，应是大势所趋。

长三角港口资源正在向分工合
作的方向整合发展。记者注意到，
去年起，苏、浙、沪、皖四地不断加
强港口联动协作。

上港集团与太仓港的合作，就
为上海港赢得了更多发展空间，也
使太仓港货物吞吐量快速上涨，有
效推动纵深腹地的经贸发展。江
苏省港口集团规划投资部副部长
万文智认为，上海港的环保、资源
等港口承载力最终会发展到一定
限度，未来势必会分流一些货运航
线到周边条件成熟的港口。

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继浙
江、江苏实施全省港口资源整合
后，近年又有辽宁、山东、安徽、海
南 等 省 进 行 港 口 资 源 的 全 省 整
合。当下，全国范围内以省为单位
推动政府和市场同向发力展开港
航市场竞争的态势十分明显。江
苏省港航事业能否有力适应国家

战略、全省发展需要，在市场竞争
中占据应有地位，已是不容回避的
客观现实和严峻挑战。“直面迫在
眉睫的形势，我们不但要适应外在
一体化的趋势，更要加速补齐内在
一体化的短板。”黎峰说。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陆永泉
表示，江苏省正以世界级城市群尺
度，在更高起点上以更高标准谋划
综合交通发展，对标国际先进水
平，着眼于协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
机场群、港口群以及世界一流的轨
道网、公路网、航道网，积极推进交
通网络互联互通、重大枢纽合理分
工、运输服务便利共享。

有业内人士建议，江苏必须要
有一家有国际影响力的港航企业，
下好港口投资、开发、运营全省“一
盘棋”。江苏省港口集团组建方案
中涉及的八市港口企业，适合资本
运作的优质资产较少，所属港口与
所在地犬牙交错，无论是在利益诉
求、规划对接方面，还是在发展空
间方面，都需要下真功夫推进港城
融合发展。在当前港航市场竞争
白热化环境下，需要政府强有力的
协调，化解全省港口一体化发展中
的突出矛盾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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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补齐一体化内在短板

错位竞争以规避“虹吸效应”

BDI架构全线飘红 BPI涨幅跃居首位
□ 俞鹤年

太仓港集装箱码头。 本报资料室供图

6 月 28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黄石新港 1000 多米的长
江岸线上，8 台门座式起重机中的 3 台正在卸货，拖车不
停地将货物从码头运向堆场，一片繁忙。但记者身处港
区，却一点都感受不到扬尘。其中原因，黄石新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新港”）副总经理刘兆弟说，“外有
长江大保护、黄金水道开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势
驱动，内有新港降本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发展需要。
自 2014 年黄石新港成立之初，绿色发展就是该港一路高
歌前行的主旋律。”

谋篇布局 绿色先行

黄石老港为黄石市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
在老港 60余载的发展中，也滋生了百余非法小码头，侵占
了黄石的长江岸线。这些非法小码头设备简陋，油污以
及露天转运的煤炭砂石对长江污染很大。

刘兆弟向记者介绍，“那时的老港‘散小乱’，沿岸码
头七零八落，港口内部场地狭窄，港区只有 8000 平方米，
很多集装箱临时摆放，看起来杂乱无章，港区内部及周围
更是一片灰蒙蒙，难得看到绿色。”

2014年，黄石市委政府提出“一城一港一主体”的发展
思路，明确要求拆除“零散小”，打造现代化码头。在位于
黄石城区下游约 13公里处的棋盘洲，黄石新港顺势而生。

2014 年 12 月，黄石政府与深圳盐田港签署协议，成立
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将黄石新港定位为综合、绿
色、智慧、多式联运的现代化内河枢纽港口。“绿色”作为
黄石新港发展蓝图中的重要一部分，从建港之初就被高
度重视，所有规划都遵循“绿色”原则。

现在的黄石新港，仅一期工程的装卸堆场就达 68 万
平方米，装卸能力由老港时期的百万吨级跨越到 5000 万
吨级。虽然规模呈几何倍的扩大，但不同于老港，新港港
区内部井然有序，六横六纵的道路交通网将港区分隔成
不同的功能分区，并按道路主线进行方格式绿化布置，主
要生产、生活建筑物也进行了环行绿化布置。

同时，港区绿化同江堤绿化自然衔接，将绿化提升与
绿化养护相结合，这不仅美化了港区环境，同时也达到了
净化空气、吸附粉尘、降音降噪的效果。

治污防污 全面出击

在黄石新港人看来，仅在港区内部实施绿色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如何
实现生产过程中的“零污染”，一直是他们在生产开发中的首要议题。

“对于黄石港来说，最大的污染源是散货中以煤炭矿粉为代表的粉尘
污染和含煤雨污水污染。”刘兆弟表示。

老港时期，港区旁的居民曾经苦不堪言——晴天时，因为灰尘大，不敢
开窗；下雨天，污水横流，出行不便，污水更是灌入长江。临江居民明明身
处是“一线江景房”，却因为污染问题备受折磨。

为解决煤灰矿粉的扬尘问题，黄石新港打造了一条长约 1300米的全封
闭皮带廊道，皮带机作业线全线设置防尘罩，散货堆场四周设置 17米高的
防风抑尘网，该防尘网造价每平方米近一万元，对粉尘的阻挡率高达 80%-
90%，有效降低了粉尘的扩散，确保除堆场外港区以及临港地区保持清洁
卫生的微尘环境。

记者看到，中控室中的监控画面里，皮带机转接点的喷雾喷嘴、转运站
的冲激式除尘器、散货堆场内的洒水喷枪、卸船机和斗轮堆取料机上的洒
水喷头清晰可见。湿式降尘系统同冲激式除尘系统相结合，最大限度的减
少散货输送和堆存过程中的扬尘。

看着源源不断喷洒出的水花，记者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了抑尘是否会
造成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关于这个问题，刘兆弟自信地回答道，“我们
有独立的污水处理系统，不仅解决了含煤雨污水污染问题，湿式降尘系统
的用水也全部来自我们的水循环处理系统。”

刘兆弟介绍，黄石新港排水系统采用雨污水分开排放的方式，件杂区
雨水经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散货码头面雨水经排水沟流入集水池沉
淀处理后通过污水管道汇入后方污水系统。通过独立的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后的水回用于堆场及转运站、皮带机沿线喷洒，既防止雨污水肆意排放
造成港区污染，又可以重复利用水资源，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既改善了
港区环境，又减少了对周围区域水环境的影响。

同时，为方便到港船舶，黄石新港在码头面设置了垃圾箱、移动卫生
间、岸电箱和给水栓，向船舶提供接电、接水服务。这样既能减少船舶垃
圾排放对港区和长江的污染，又建立了同到港船舶的良好协作关系，向过
往船舶展现了黄石新港友好、开放、先进、环保的企业风貌。

节能减排 增效提质

如果说治污是黄石新港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不得不为之”，那么增效节
能则可以说是黄石新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自主选择。

建设之初，黄石新港就采用节能型设备，用桥式抓斗卸船机和岸桥替
代原设计多用途门机、将原设计 45T 门机进行集装箱作业工艺改为岸边桥
式起重机、全面升级皮带机作业线带速带宽 ...... 通过设备优选，在减少设
备数量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装卸效率，4 个泊位便可以达成原一期工程设
计 7个泊位的吞吐量，大大提高了泊位的作业效率。

在港口发展中，黄石新港进一步引入高效、节能的绿色装备。LNG 动
力机械、LNG动力班车、港内电瓶车、起重机械能量回馈技术与电网无功补
偿及谐波抑制技术、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工程目前已经全部落地。

漫步在黄石新港一期工程的码头上，每隔 100 米左右就布有 1 个岸电
箱，供停靠船舶使用。据刘兆弟介绍，“这些岸电箱投入近 800 万元，与泊
位同步建设。船舶停靠作业过程中，直接与岸电箱对接，不用烧柴油，能
够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17年 9月 29日，黄石新港铁水联运贯通，如今在黄石新港，货物从铁
路转运到港口只需很少的时间。铁路与水路的无缝衔接减少了汽运带来
的废气污染与交通压力，也大大提高了黄石新港的运输效率，更是为黄石
新港的绿色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刘兆弟告诉记者，目前，黄石新港正在进一步加强一期工程环保节能
改造，在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建设中进一步推广使用环保节能设施设备，
以期进一步致力提高整个港区的环保节能水平，努力将黄石新港打造成为
长江内河绿色发展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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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BDI 架构全线飘红，这是上
半年 26 周中第 7 次出现，占 1/4 比
重，而去年上半年仅出现 3次。

总体状况：
BDI 数值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

交易日共 1623 个，2000 点以上占 28
个交易日即 1.73%，2000-1000 点区
间占 738个交易日即 45.47%，1000点
以下占 857个交易日即 52.80%，合计
1595 个交易日即 98.27%在 2000 点以
下。今年 1 月 23 日至 5 月 9 日累计
71 日跌破千点，5 月 10 日至本周五
已累计 35 日超越千点，表明市场在
稳速盘升。

BDI：本周 BDI继续全五升，收盘
值 1354 点，周均值 1310点，同比去年
的 1336点低 26点或 1.95%。本周 BDI
四项指标继续全部高于上周，其中
最高值高 115 点或 9.28%，最低值高
165 点或 15.10%，四项指标中除了
最低值，余皆高于去年末周，表明
整体加速上行。

BCI：本周 BCI 亦继续全五升，收
盘值 2488点，周均值为 2429点，同比
去年的 2025高 404点或 19.95%。

BPI：本周 BPI 中止跌势，全五

升，收盘值为 1286 点，周均值 1194
点，同比去年的 1330 点低 136 点或
10.23%。本周均值同比 BCI 低 1235
点 或 103.43% ，较 上 周 又 拉 大 了
57.90%的差距。

BSI：本周 BSI 亦继续全五升，收
盘值为 787点，周均值 773点，同比去
年的 1065点低 608点或 57.09%。

涨跌势：
本周 BDI延续上周第七波涨势为

11连升，累增 24.63%，本周占 8.96%。
BCI延续上周第七波涨势为 11连升，
累增 36.19%，本周占 8.91%。BPI终结
跌势，形成 5连升第五波涨势，累增
15.52%，与上一波涨势时隔 16个交易
日。BSI延续上周第五波涨势为 11连
升累增 10.36%，本周占 4.71%。

营运状况：
本周主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海岬型船净增 1413美元，年内净

增续升至 3418 美元，周均值较上周
高 2694 美元或 16.60%，为 18920 美
元。

巴拿马型船净增 1506美元，年内
净增转升为-5.23%，周均值较上周低
691美元或 7.77%，为 9589美元，同比

海岬型船低 9331 美元或 49.32%，较
上周又拉大 4.20%的负差。

超灵便型船净增444美元，周均值
较上周高 449 美元或 5.35%，为 8839
美元。

本周运价日均获利收盘值与上
周环比：

海岬型船收盘为 19360 美元，去
年同期为 18110 美元，比本周低 1250
美元或 6.46%。

巴拿马型船收盘为 10301 美元，
去年同期为 10738 美元，比本周高
437美元或 4.24%。

超灵便型船收盘为 9014 美元，
去年同期为 11288 美元，比本周高
2274美元或 25.23%。

按收盘值粗略估算，海岬型船
营运续盈 12.1 成，较上周增盈 1.6
成；巴拿马型船续盈 3.9 成，较上周
增盈 2.0 成；超灵便型船续盈 9.2 成，
较上周增盈 1.0成。

走势看点：
本周 BDI 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

率 如 下 ：
BDI 续 升
至 10.50%，

BCI 续 升 至 126.24% ，BPI 转 升 为 -
5.96%，BSI续升为-8.63%。

本周大盘加速上行，BDI 架构出
现如下 2个特点：

以上半年干散运市场行情同
比，今年明显优于去年。以上半年
周均值环比，BCI 带同 BDI 都达到最
高峰，唯 BPI 与 BSI 居于中游水平。
可见 BCI 对大盘的支撑力“宝刀未
老”。而 BPI 本周涨幅虽居首位，终
因往期“脱力”，一时回天乏力，有
待后市作为。

从海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周
增幅与 BCI 相比较来看，以 7.67%
对 8.91%，落差为 1.24%，较上周的
1.59%又收缩 0.35%的差距，表明常
态 趋 稳 ；巴 拿 马 型 船 对 应 BPI 为
0.55%落差，较上周拉大 0.44%的差
距 ，超 灵 便 型 船 与 BSI 落 差 为
0.36%，较上周扩大 0.15%的差距。
按运量规模相比，本周大船走势显
然比中小船平稳。这对下半年市
场行情是一个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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