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027）82767441 公告声明:（027）82830904 新媒体合作热线：（027）82763414 船民直通车热线：（027）82767110 《中国水运》杂志编辑部：（027）82767371 发行热线: （027）82767441

责编 美编 陆民敏中国水运网 http://www.zgsyb.com 中国水运杂志 http://syzz.zgsyb.com 中国水运报邮箱 zgsyb@vip.163.com

行业主流媒体 水运权威报道

2021年 6月 20日

第3870 期
（总第5055期）

今日 版

每周一、三、五、日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2—0058 邮发代号 37—45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主管

星期日

4
微博 微信 客户端

中国水运报新媒体群

物流供应链稳定是保障港口枢纽功能
安全稳定的重要抓手。从疫情暴发至今全
球港口供应链的表现来看，各物流节点行
业的协同还需要增强。笔者建议：

培育具备整合多种物流资源能力的多
式联运市场主体。引导大型物流企业延伸
服务链条，向多式联运经营人和综合物流
服务商转型。借鉴招商局陆港协同的前端
整合模式，以及中远海运港航协同的末端
整合模式，大力培育国际多式联运承运人，
引导货运代理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货代
发展国际多式联运业务，负责全程运输组
织。培育无船（车）承运人，负责与各段运

输实际承运人签订分段运输合同，协调全
程运输组织，实现无缝衔接。培育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龙头企业，形成产业
链供应链“链主”带动发展局面，加快要素
聚集和通道、枢纽、平台规模化进程。

建立能快速响应的风险应对机制。建
议整合工业生产、市场采购和港航物流数
据，实现信息的跨部门共享，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疫情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市场波动
进行评估，通过预警机制抑制风险传播，控
制外部成本。利用云计算技术对风险造成
的冲击进行预测，有针对性的优化、调整相
关业务，在实际损害发生前提前制定应对

方案，形成风险的主动应对机制。
通过供应链统一决策模式保障海运物

流整体稳定。由于协同行为降低了企业盈
利的最小有效规模，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统
一决策实现资源调配的优化。例如根据市
场需求的变化，通过行业内部的运力协同
和舱位互借，在不增加固定资本投入的情
况下，保证运力的有效供给，防止运价剧烈
波动。在供应链整合方面，可以根据航线
部署的特征，通过建立更为广泛的港航联
盟，形成相互补充的货源收集网络，缓解外
部风险导致的港口拥堵。

此外，还应提升供应链上下游行业的
协同水平。目前，全国沿海省份港口整合
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未来将进一步向供
应链的上下游扩展。同时，航运业在三大
联盟组建完成后，也存在港航协作的需
求。可充分利用这一机遇，通过跨行业协
作，形成行业横向整合与供应链纵向整合
相互支撑的供应链网络，通过资源共享创
造更多的价值增长点，优化整合绩效。

要构建适应供应链碎片化发展趋势的
协作平台。疫情的暴发加速了制造业去中
心化的趋势，因此，海运业需要构建新的协
同模式来应对这一转变。建议海运企业对
接智慧港口建设，借助港口对市场波动的
捕捉能力，通过舱位互借的方式快速抢占
市场，减少直接投资的时间成本和金融风
险。在业务拓展方面，可尝试整合港口和
陆上运输部门，提供综合性的物流解决方
案，刺激市场需求。风险控制方面，在目前
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可通过战略协
议的方式进行行业内的资源整合，降低企
业的最小有效规模，在降低固定成本的同
时，通过合作协议保持稳定的市场覆盖度
和区域竞争优势。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
文化研究院）

港口如何应对疫情冲击港口如何应对疫情冲击？？
□□ 王圣王圣

近日，我国港口生产捷报频传，天津港集团今年 5 月
份首次实现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00 万标准箱，创下月度历
史新纪录，同比增长超 20%；河北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5.12 亿吨，同比增长 15.4%，连续 5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5 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01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 15.9%……

从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至今，港航业经历了一
波过山车式的行情。在疫情造成的系统性压力下，港口、
海运、仓储等物流相关行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各个行业的应对行为中可以发现，疫情对单个行业的
影响在经过整个海运物流供应链的传递后，产生了意想
不到的变化，并对港口产生了一定的深远影响。我们该
如何应对？

疫情对枢纽港影响较大

总体看来，疫情对靠近国际主航线的
国际性枢纽港口冲击较大，二线港口、支
线港和内河港口受影响较小。

分析 2020 年全国前 20 位港口货物吞
吐量可以发现，宁波舟山港、上海港、广州
港、深圳港等主线枢纽港口，在疫情初期
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上海港跌幅
18.5%，深圳港甚至跌出了前 20 的排名。
相比之下，北部湾港、天津港、山东港口日
照港距离中美、中欧航线较远的港口受冲
击较小，并实现了正增长。

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复工复产后的
恢复阶段，其中，上海港 2020 年前 10 个月
的累计货物吞吐量仍未摆脱同比下跌趋
势；广州港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大幅下跌
后，最终实现了累计货物吞吐量正增长，
但恢复速度较为缓慢；而距离主要贸易航
线较远的山东港口青岛港则始终保持了
增长态势，甚至在疫情初期上升到了第三
名的位置。

疫情对集装箱吞吐量的冲击范围和
影响程度较货物吞吐量更为明显，在疫情
初期，几乎所有大型港口均出现了下跌，
且跌幅整体大于货物吞吐量，仅有山东港
口日照港、北部湾港、山东港口烟台港保
持了正增长。但在复工复产后，集装箱吞
吐量出现了明显的整体性回升，但靠近主
要贸易航线的大型港口相对恢复较慢。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与位于贸易主
航线的其他大型港口相比，疫情对北方港
口的影响较小。由于欧洲和北美疫情始
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因此位于中欧、中
美等主要贸易航线上的枢纽港口受冲击
较大。

此外，疫情也导致了供应链格局加速
转变，推动了制造业中心由中国向东南亚
外移的趋势。虽然近期外贸订单有回流
迹象，但国内主要港口，特别是靠近贸易
主航线的大型枢纽港口的生产运行仍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疫情改变了港口枢纽功能提升的外
部环境。疫情加速了制造业去中心化的
趋势，其中纺织、汽车制造业等为代表的
出口导向型和两头在外的行业受到的冲
击尤为明显，这对港口的中转业务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并削弱了港口的枢纽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影响，船公司尽可能
缩减了航线上的挂靠港口数量，这导致部
分支线港的货源相主线枢纽港集中，使得
枢纽港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失调为港航业未来
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受疫情影响，航运
业出现了运价高企、港口拥堵、缺箱缺船、
船期变动等现象，大大影响了港口在物流
中转中的平台和枢纽作用。由于国内外
疫情防控及效果存在巨大差距，国内出口
贸易激增，中国贸易在全球贸易的比重从
原来的 16%上升至 20%。但由于疫情初期
海运行业对市场预估过于负面，运力大幅
削减，导致航运市场供给不足，运价激增。

此外，国内复工复产和国外生产停滞
的现状导致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严重失衡，
并且短期内难以恢复。由于出口规模远
超进口规模，空箱调运成为当前集装箱物

流的关键堵点，并引发空箱供给不足。
与此同时，在国外仍采取封锁措施的

情况下，码头作业效率低下，集装箱船舶
在美国港口的等泊时间为 5—10 天，在澳
洲的部分港口等卸时间高达 21天，造成港
口拥堵和大量空箱积压。可见，由疫情造
成的供应链失调对港口枢纽功能的冲击
是系统性的，仅通过港口部门无法解决，
必须从供应链整体入手，协调各个节点的
互动行为。

疫情引发的贸易摩擦使港航业发展
环境变得日益复杂。作为国家间的博弈，
贸易限制是使用最频繁的工具，这对港口
枢纽功能中的通达性、安全性、便利性建
设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在
2002 年 9 月对华为实施了芯片禁令，中国
对 7 类 大 宗 澳 大 利 亚 商 品 下 达 进 口 禁
令。此类贸易措施往往难以预期，并且禁
令有可能随着政治关系的缓和而取消。
由于无法确定贸易制裁措施的持续时间，
因此缺乏有效的事后补救措施，只能通过
事前预防减少此类事件的冲击，这需要港
口针对未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
提前布局。

智慧化是港口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防疫
的重要手段。通过智慧港口建设，港口可
以在人员零接触的前提下实现业务的正常
运作，为经济复苏和企业生产提供保障。
笔者认为，可从三方面入手：

由政府引导，促进资源整合，提升智慧
港口建设效率。智慧港口建设涉及到物流
运输的多个行业，仅从港口端发力无法有
效实施。建议由政府部门引导，成立由港
口、船公司、集卡公司组成的跨行业联盟，
通过信息协同和需求互动，构建包容性更
强的智慧平台，为将来新业务、新模式的出
现打好基础。港口智能化改造的资金可按
照“企业承担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的方

式，其中政府补贴部分可借鉴韩国政府的
经验，由跨行业联盟发放债券，政府主导的
银行通过“债转股”方式帮助其消化债务。

大力推进无纸化、电子化的智慧港口
改造进程，以数据标准化促进信息在不同
部门间的流通，将线下服务改造为线上服
务，让客户少跑腿。建议在现有数据平台
的基础上，整合收货企业的商品信息和货
代企业的物流信息，根据海关和检验检疫
部门的关检要求，合并相同的申报内容，优
化关检流程。推广“智能地磅”“智能识
别”等远程操控和管理技术，支持海关监管
业务的自动化、数字化创新，实现通关、检
疫的线上办理。

构建适合多应用场景的物流信息平
台。结合云技术的强大计算能力，以及大
数据技术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
用价值高的特点，对不同场景、不同目标、
不同类型的业务数据进行整合。凭借平台
的开放性，进一步向内陆拓展腹地范围，结
合内河港口，打通内陆“水水中转”环节；
提供涵盖需求发布、信息反馈、物流规划的
打包服务，构建适应多种应用场景，具有多
边界属性的物流信息平台。借助 5G 技术
的高可靠性、低延时性，以及区块链技术去
中心化、公开透明、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
点，确保数据交换能够安全高效的进行，提
升信息平台的可靠性和便利性。

疫情造成链式反应

提升物流供应链稳定性

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

广西北部湾港。

天津港集装箱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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