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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作为重要物流节点，强势
港口在区域内的布局，最大限度促
进了长三角经济圈协同发展，排他
性的纵向一体化流程构建，改变了
货物商品流向，降低了区域物流成
本。

以太仓港为例，2014 年太仓港
与上海港开展战略合作，开辟了太
仓港至洋山港每 8 小时 1 班“定点、
定时、定线、定航次、定价”五定班
轮“太仓快航”。这种模仿外高桥至
洋山穿梭巴士平台的运输模式，比
陆路集装箱卡车中转运输更便捷、
更安全。大量苏南地区集装箱运输

“陆改水”，从太仓港出运。重庆、
武汉、长沙、九江等长江中上游地区
的外贸集装箱也全部转移到太仓港
集并，再中转至洋山港。太仓港一
跃成为长三角的“明星港口”，2018

年排名跃居江苏全省第一、全国第
十，增量约占全省规模以上港口总
增量的 70%。

宁波舟山港则通过内陆无水港
建设，切实增强了龙头的辐射带动
能力。近年来，宁波舟山港坚持把
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作为调整运
输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2018 年 12 月
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联合首开

“宁波舟山港—绍兴双层集装箱班
列”，重点发展的腹地城市不仅有省
内的金华、义乌、丽水，还延伸到江
西上饶和南昌、安徽合肥和阜阳、湖
北襄阳、河南驻马店等地。义乌班
列单月业务量已常态化超 1 万标准
箱 ,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 海 铁 联 运 班
列。渝甬（重庆—宁波）沿江海铁联
运班列实现铁路直达码头，将重庆

地区企业生产的 50 个品类货物，顺
利通过宁波舟山港出口至 46 个国
家和地区，赢得了良好的客户口碑。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背景
下，任何一个港口的兴起和发展，除
了先天条件和自身努力以外，与其
腹地有着高度相关的依存关系。对
货流走向的构建和引导，是港口发
展的关键手段。通过支线港口的高
度紧密合作，大大降低了收发货人
的物流成本，为沿海大港赢得了更
多发展空间，同时也带动了支线港
口货物吞吐量快速上涨，促进了纵
深腹地的经贸发展。

随着区域港口整合进入升级
版，通过资本纽带链接已不足以应
对形势的需要，如何应对经营模式
一体化的挑战，成为新成立的省域
港口集团的重要课题。

2015 年 8 月，浙江率先开启了
海洋港口一体化进程，沿海实现“五
港合一”，确立了“一体两翼多联”
的港口发展格局。在“浙江经验”的
示范下，江苏省抢抓战略风口，较早
实施了省域港口整合，江苏省港口
集团纳入了沿江沿海 8 市国有港口
企业。安徽省港航集团成立后，一
举终结了安徽省港口资源长期“小
散弱”格局。

问题是，众多形态各异的码头
企业，如何捏合成为一个整体？江
苏省港口集团直面这一难题，在深
入实施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持续推
进生产经营体制改革，按照“区域一
体化+专业化经营”的方式，对生产
经营体系进行了重塑。“区域一体
化”是以江阴大桥为界，上游以南京
港为核心、下游以苏州港为核心打
造两大区域枢纽港。“专业化经营”
是建立专业化经营体系，集装箱事
业部集商务、财务、生产调度于一

体，统筹港口、航运、物流要素，构
成高度集中的管控模式；大宗散货
板块、液体化工板块统筹发展；建立
长江综合揽货体系，逐步形成网格
化的揽货体系和市场开发网络。

通过行政之手推动的省域港口
整合，最终仍要落实到市场上来。一
体化整合，让浙江海洋港口经济以更
高的全球战略眼光，迈向“四个一
流”。针对“大而不优”“大而不强”，
浙江省海港集团制胜绝招就在于一
个“高”字，高标准推进规划建设、高
质量发展港航服务、高起点锻造集团
品质。随着港口运营板块迈向协同，
精细化运营带来了业绩的高成长。
2018年年报显示，该公司全年完成货
物吞吐量 7.76亿吨，同比增长 7.8%；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794 万标箱，同
比增长 7.6%，增幅在我国沿海主要港
口中处于领先水平。

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放大了宁
波舟山港主平台、主枢纽的作用，成
功实行了全港一证通、锚地共享使
用及口岸限定区域人车证取消等一
体化措施，大幅减少了集装箱船舶
非作业时间。该公司推出的“浙江
海洋港口统一调度平台系统”，实现
了在全省管理范围内，沿海港口船
舶调度的统一申报、统一受理、统一
发布、统一查询。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权在
企业而不是政府。”复旦发展研究院
关于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课题研究
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
置作用，“顺其自然”地尊重企业的
发展选择。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的深入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港口
发展将与城市经济、经济带、经济圈
的联系更加紧密，错位竞争、分工合
作、各展其能的港口新格局正在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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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互联互通是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的的基础和先导，对构建长三角
一体化格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交通先行。

今年 5 月，交通运输部成立推进
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交通
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初
步研究成果。交通运输部部长、领
导小组组长李小鹏在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上，给长三角交通运输更高
质量一体化下了“定义”——在推动
区域交通运输提升服务和管理水
平、完善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市场开
放和资源共享上有新突破。

同时，“行动路径”也清晰可见
——对标世界级城市群，借鉴国内外
先进经验，拓展公共交通服务网络覆
盖范围和深度，构建一体化出行体系
和经济高效的物流体系；进一步优化
和完善长三角综合立体交通网布局，
打造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构建一
体化轨道网、高密度干线公路网和现
代化高等级航道网；推动技术、信
息、人才等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强化
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文
化创新，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建设交通科技创新高地。

事实上，区域合作也已开始。目
前，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正在积极对
接，一份份交通规划“蓝图”相继出
炉——

交通运输部与三省一市联合印
发《关于协同推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
发展六大行动方案》，以内河航道网
络化、区域港口一体化等六大行动为
抓手，协同推进港航一体化发展、绿
色发展、率先发展。

随着《长三角区域城际铁路网规
划》的编制，区域内的轨道交通互联
互通，已在规划研究。未来，长三角
地区的整张轨道交通网络将通过高
铁城际列车、市郊市域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地铁）、以及有轨电车全部铺
就，实现区域内轨道的有效衔接。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提出，要合力打造“世界级
机场群”。长三角民航协同发展战略
规划正在编制，未来航空需求规模约
3 亿人次的长三角地区正在加速航
空一体化进程。巩固提升上海国际
航空枢纽地位，优化提升杭州、南
京、合肥区域航空枢纽功能……

如今，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引

下，长三角地区的交通建设进入全面
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长三角交
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建设迈出了
坚实的脚步。

——长三角港航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工作已率先启动。据了解，长
三角“一体两翼”港口群已基本形
成。以上海港为核心，突出上海全球
航运资源配置能力，以江苏、浙江港
口为两翼，做强实体运输功能，成为
长三角港口群服务国内外市场的“中
转区”。深入推进江苏、安徽港口资
源整合，继续推进引江济淮航运工
程、长江航道整治“645工程”、12.5米
深水航道工程，发展江海联运通道，
不断提升港口一体化运营水平、干支
流航道通航能力……

——多层次轨道交通网正在加
快构建。 2019 年，长三角铁路建设
全年计划投产新线 996 公里，新开工
上海至苏州至湖州铁路等 4 个项
目。预计到 2020 年末，长三角铁路
营业里程将达到 1.3 万公里，将覆盖

“三省一市”范围内除舟山市以外所
有的地级以上城市。

——道路建设项目抓紧推进。
为了提升跨省界区域路网功能、改善
周边交通环境，沪苏浙皖已打破行政
区划所带来的交通阻隔，着力打通省
界“断头路”。同时，改扩建宁杭高
速浙江段、合宁高速、沪陕高速、芜
合高速、G310 国道等交通大动脉，不
断推进高速公路扩容升级。完善互
联互通的干线公路网络，取消省界收
费站、开通跨省公交，不断提高生产
要素跨区域的流通效率。

——加速航空一体化进程。已
集聚了 23 家机场的长三角地区正在
加速推进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目前
江苏正与长三角兄弟省市一道，共建
轨道上的机场群，重点提升南京禄口
机场国际运输能力，建设南京都市圈
机场系统的同时，还将积极融入上海
都市圈机场系统建设，策应合肥都市
圈机场系统建设。

目前，随着交通运输网络的日益
完善，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也将不断加大。再加上铁水联运、公
路协同，实现多种运输方式联通互
补、快捷高效的运输格局，将进一步
增强客货运输集散能力，促进整个东
部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素流通，激
发出区域更强大的发展活力。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同有
力的羽翼，将助推长三角展翅高飞。

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不
断深入，众多港航企业积极顺势而
为，通过资本、技术、管理模式等内
引外联，充分发挥各地区企业比较
优势，大力减少区域范围内要素流
通的成本，为长三角经济结构的一
体化布局提供了有利条件。

区域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是区
域内的经济主体在市场和资源共
享、投资、贸易、产业发展等领域相
互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过程。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港航企
业以资本为纽带的经济合作态势方
兴未艾，而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这
两家巨无霸的互动，成为驱动长三
角港航合作的双引擎。

今年 7 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刘小明在航海日论坛上表示，要推
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港口互
动，发挥骨干港口企业的龙头作用，
合作建设完善专业化码头服务网
络，构建互利共赢的生态圈。

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
一，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居全
球第一，这是长三角港口群中最重
要的两个港口。今年 2 月 19 日，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了《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作
协议》，双方将通过股权合作，共同
推进小洋山综合开发。浙江省海港
集团以人民币现金增资的方式入股
上港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盛东
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合资后
的盛东公司将继续经营洋山深水港
区一、二期集装箱码头，并作为小洋
山北侧集装箱支线码头的建设和经

营主体。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合作，两

大引擎的资本注入，将为洋山深水
港在航线开辟、市场运营方面的竞
争力带来显著提升。

目前，长三角的港口布局已基
本形成以主枢纽港为骨干、区域性
港口为辅助、小型港口为补充的层
次分明的体系。以资本为纽带，不
仅是枢纽港延伸服务触角的手段，
也是中小港口打开发展视野的机
会。

以德清港为例，今年 2 月，浙江
省海港集团下属内河公司收购了
湖州德清港运营主体——浙江德
泰港务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这
个地处浙北核心腹地的小港口，收
购完成后将纳入浙江省海港集团、
宁波舟山港集团海河联运体系，打
造成为浙北地区内河枢纽平台和
综合物流园区。近年来，该集团加
快在浙江全省各片区和主要干线
航道重点项目的投资建设。目前，
衢州港龙游港区桥头江作业区、绍
兴港诸暨港区城郊作业区已投入
使用。

以上这些正是在长三角一体化
背景下，资本逐鹿的一个缩影。自
2003 年以来，上港集团全面铺开

“长江战略”，先后在长江沿线投资
了 13 个码头公司和港口集团，包括

长三角的芜湖、南京、太仓等长江
沿线港口，为上海港提供了近四成
的集装箱“水水中转”吞吐量。此
外，上港集团还投资了上海集海、
江苏集海等航运企业，构建起长江
集装箱运输网络。

浙江海港集团则以宁波舟山港
为主体，先后投资了太仓万方国际
码头有限公司、南京明州码头有限

公司，并参股了太仓武港码头、苏州
现代货箱等企业。宁波舟山港 2018
年年报表示，行业发展趋势上港口
整合将继续深入，该公司将着力增
强辐射力，推动投资建设高质量，以
长江、沿海和国际化战略为指导，坚
持业务联动原则，积极寻找推动优
质港口项目，为公司长远发展蓄势
蓄力。

资源整合
港口物流网络完善布局

资本助力
港航合作硕果累累

合肥港。

宁波舟山港接卸油船。

江苏港口集团。

洋山港全景。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交通的进步总是同人口和需求的增长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呈同步
的趋势。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便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
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体制机制上将强化一体化规划建设，
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开放创新提供广阔空
间。由于全域尺度的分工合作，长三角区域内各地之间的产业及经济社会活动都会在“一个
链”和“一条船”上，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于交通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将长三
角地区打造成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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