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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中国盐田港出发的中远海运旗
下“中远海运土星轮”货轮装载着一批为“双
11”“黑五”大促准备的货物抵达比利时安特
卫普—布鲁日港，在中远海运港口泽布吕赫
码头装卸作业。随后，该批货物将在港区内
场站进行清关、拆箱、入库、仓储、提货，并由
菜鸟以及合作伙伴运往比利时、德国、荷兰、
捷克、丹麦等欧洲国家的海外仓，接力完成今
年“双 11”跨境出口物流配送。这标志着中远
海运与菜鸟首次在海运全链路履约服务上进
行合作。

截至目前，中远海运港口“海外仓”已为
浙江巨化、国产白色家电龙头美的集团和海
信集团、菜鸟集团、国机工程集团、上汽集团、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等国内外客户提供

“一对一”服务和稳定可靠的供应链解决方
案，助力客户在全球市场拓展业务。

中远海运港口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全球
贸易量下滑以及港口产能升级的双重影响
下，区域竞争强度逐渐加强，客户对服务的需
求也愈发多元，这些都对港口产业链经营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进一步推动港口企业往
上下游延伸拓展，探索端到端的运营模式。

“十四五”期间，中远海运港口将从码头运营
拓展至产业链上的延伸，实现从单一码头运
营向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平台的转变。

中远海运港口对港口供应链体系的发展
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以公司现有丰富的
港口资源为依托，大力开发建设临港区域内
的供应链基地，打造一个更全面的节点网络
基础；第二步，以数字化手段在供应链基地搭
建港口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引入第三方
供应链服务商，将线下口岸业务整合至线上，
以码头为核心集结堆场、仓库、货运、拖车、清
关等业务，实现港区信息实时共享，信息即时
消费，交通实时管控，作业调度优化；第三步，
成立自有港口供应链平台公司，将境内外供

应链基地、控股码头的延伸服务通过港口供
应链平台公司串联起来。

“以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为例，在其后方，
我司全资开发并建设了厦门海沧供应链项目，
建成后总仓储面积约 2.07万平方米。同时，我
司也正在推进厦门远海码头后方的 30 万平方
米存量土地的规划工作，计划打造更丰富的物
流基础设施。目前该码头也已正式运营 TMS
运输管理系统，并在 5月顺利完成首票进口柜
配送业务。未来，我们将充分依托厦门在自由
贸易试验区、港区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营商环
境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并将厦门打造成我司在

东南沿海的一大供应链基地。”该负责人说。
据介绍，通过厦门项目取得的成功经验，

中远海运港口计划把该模式进一步在更多的
控股码头进行复制推广，为上下游产业客户
带来更多增值服务。

面对后疫情时代，中远海运港口正积极
构建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生态，以“全球布
局”和“精益运营”为双轮驱动，围绕“一体化、
数智化和绿色低碳化”发展路径，深度链接

“双循环”，加速创新转型升级，向着“以客户
为中心的全球领先综合港口运营商”目标快
速前行。

10 月 18 日，记者从天津港集团获悉，三季
度，天津港集团在积极应对天津疫情新形势基
础上，各项工作持续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完成
货物吞吐量 1.27亿吨，同比增长 5.3%；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602.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9.5%。

天津港集团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货物
吞吐量 3.63亿吨，同比增长 3.3%；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165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4.7%，再创历史
新高。

抢抓RCEP机遇
服务能效持续提升

7 月 23 日 20 时，随着“地中海艾达 2 号”轮
完成 700余个集装箱装卸任务、缓缓驶离天津港
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天津港“地中海东南亚航
线”正式首航，这是 7 月份以来，天津港开辟的
第三条“一带一路”及 RCEP新航线。

抢抓 RCEP 机遇，天津港今年海向新开通 5
条集装箱航线、1 条滚装船舶航线，深化“两港
一航”“海上高速—FAST”及环渤海内支线运
输，进一步畅通南北海运大通道；陆向新开通至
河北等地海铁联运班列，不断扩大“一单制”业
务规模，前三季度海铁联运作业量同比增长
21.3%；跨境陆桥运输量完成 7.2 万标准箱，规模
稳居沿海港口首位。

航线稳步增长的同时，天津港其他业务方
面也喜讯连连——

8 月 9 日，天津港集团对外公布，作为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点示范项目，京
津物流园成功获批“一级冷库、核酸检测堆场”
运营资质，正式投产运营，将为大型体育文化赛
事、各类国际性会议等活动和区域提供优质食
材及仓储物流服务。

9 月 10 日，2 件空客 A321 飞机大部件在天
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零缺陷”完成接卸
作业，这是空客亚洲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建成 15 年来，首批到港的 A321 机型
的核心大部件，标志着天津港大部件作业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此外，天津港还有序恢复部分 2至 6类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功能，港口服务
能级持续提升；广泛开展“四千行动”“春雨行动”，前三季度累计走访客户 2500
余家次，围绕客户需求提供优质高效港口服务。

“天津港集团坚持疫情防控总策略总方针不动摇，积极应对天津疫情新形
势，从快从严落实上级要求，持续强化重点环节管控，加强重点人员管理，果断
实施‘堡垒’工程，在保持港口畅通的同时持续提升港口枢纽服务能级。”天津港
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智慧港口发力
刷新多项作业纪录

8 月 18 日，天津港集团与华为、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成
立的“智慧港口全球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构建产学研用生态体系。

“‘智慧港口全球创新实验室’正式运行，将进一步凝聚企业、行业和院校合
力，以港口为依托，深入开展场景研究、技术攻关、标准制定、成果转化、人才培
养等工作，构建产学研用生态体系，打造港口科技创新高地，引领世界港口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天津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焦广军在揭牌仪
式上表示。

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天津港不断加码提速推新举、出新果：全球
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集装箱大型设备自
动化改造占比保持行业领先；“天津港集装箱水平运输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

“天津港至马驹桥物流园公路货运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两个项目入选交通
运输部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完成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升级，实
现“车船货”智能精准匹配，“船边直提”“抵港直装”比例再创新高，打造全国领
先的关港业务协同新模式……

通过智慧赋能，天津港船舶准班率始终名列全球前茅，三季度共 6次打破各
货类装卸纪录，2次刷新外贸集装箱干线作业纪录，太平洋国际码头以平均每小
时 331自然箱的在泊船时效率打破“2M地中海三线”全球作业效率纪录。

聚焦“双碳”目标
加快绿色转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港口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求，坚持陆上、海上绿色港
口建设“两手抓”，加快港口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让绿色成为天津港高质量发展
的最亮底色。

绿色港口建设是促进港口经济和谐发展的保障，以“871”重大生态建设工
程为标杆，天津港加强各港区、各类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强化船舶尾气及用油
管控，持续推进靠港船舶岸电建设使用，促进岸电设施常态化使用。到今年 9
月，圆满完成天津港 2022 年第 200 次岸电连船作业任务，天津港岸电系统供电
量达 271.78 万千瓦时，减少 CO2、SO2 等空气污染物排放量超过 1915 吨，节约标
煤近 334 吨，为合理布局清洁能源使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发挥了积极作
用。

聚焦“双碳”目标，天津港还深化推进零碳港区、零碳港口建设，加快清洁能
源推广，实施 C 段零碳码头二期风机工程，加快推动东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建
设，全面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港区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
自去年 10月 17日正式投产运营以来，生产作业效率稳步提升，呈现出快速增长
态势。目前，太平洋国际码头等 7 个码头荣获四星级绿色港口称号，数量位居
全国沿海港口首位。

优化港口运输结构方面，天津港持续深化“公转铁”“散改集”双示范建设，
开通天津港—荣程钢铁矿石运输“零排放”通道，铁矿石清洁运输占比持续保持
全国港口领先水平。

天津港集团从统筹陆海两侧绿色环境建设到优化运输结构，从推广清洁能
源应用到建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低头有
坚定脚步，抬头有清晰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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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港口何以突出重围
□ 全媒记者 陆民敏

“‘十一’假期，中远海运港口旗下
广州南沙码头克服疫情影响，10 月 1 日
—8 日共完成外贸班轮 47 艘次，平均桥
时 效 率 33.6 自 然 箱/小 时 ，完 成 驳 船
235 艘次，外线车 8413 车次，共完成吞
吐量约 7.3 万 TEU；武汉阳逻国际港水
铁联运二期项目船舶装卸作业量同比

增长 301%，智能闸口车辆平均过闸时
间 13.39 秒，箱号识别率 100%；晋江码
头围头港区也迎来装载 5.5 万吨西非荒
料石的‘LUCY OCEAN’轮靠泊，完成
首 次 接 卸 西 非 散 装 荒 料 石 。”10 月 12
日，中远海运港口有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

今 年 以 来 ，中 远 海 运 港 口 上 下 齐
心、多措并举，交出傲人答卷。前不久
发布的半年报显示，该公司 2022 年 1—
6 月总吞吐量同比上升 0.8%，至 6321 万
标准箱；权益吞吐量同比上升 5.3%，至
2049 万标准箱；控股码头总吞吐量同
比上升 38.0%，至 1567 万标准箱。

9月 26日，天津滨海新区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天津集装箱码头（TCT）第一时间启动

“堡垒”工程，即当日所有在岗员工全部封闭
在公司内，直到 10 月 9 日。12 天里，TCT1100

余名员工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累计作业船舶
81 艘次，陆运集疏港作业 68425 自然箱，陆运
车辆平均滞场时间 12.5 分钟，船舶动态兑现
率始终保持 100%。

疫情发生以来，中远海运港口旗下控股
码头根据各地防疫政策变化情况，积极推进
和优化保通保畅措施，制定保障方案，确保物
流链在港口环节运转通畅。通过采取人员驻
港值守、集中住宿和 AB 班轮换制度等措施，
保障码头生产运营按计划开展；加强与属地
政府和有关监管机构的沟通配合，及时疏导
集疏运环节的堵点，统筹抓好疫情防控、正常
生产运营和物流链在码头环节的保通保畅工
作。

此外，中远海运港口还发挥协同效应，立
足自身业务，主动聚焦客户关切，持续推进

“陆改水”“陆改铁”新通道业务发展，整合多
方资源，打造“港+航+货”一体的延伸服务项
目，落实推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工作。

南通通海码头在做好上海支线服务的同
时，增开“南通—宁波”支线，缓解了因今年上
半年上海港拥堵对当地客户的影响；连云港
加密“连申快线”至每周五班，帮助山西阳光
集团制定煤、焦陆改铁运输方案，打通公路运
输堵点；厦门、泉州码头发挥福建地区码头间
协同，开通“厦门—泉州”的外贸内支线、“泉
州—肖厝”内贸支线，满足了当地企业货物进
出的需求。

中远海运港口还通过费用减免、优先款
项支付以及资源倾斜等诸多举措为中小企业
降低运营成本。截至目前，国内控股码头已
合计减免仓库租赁费、重箱堆存费、冷箱监护
费等各类费用共计 176万元。

保通保畅 生产防疫两不误

在阳逻港，记者看到，通过全港区覆盖的
5G 网络，中远海运港口建设运营的武汉阳逻
国际港水铁联运二期项目实现了无人集卡、
铁路和堆场轨道吊自动化远程操控、火车车
皮和集装箱自动识别、火车自动定位、岸桥智
能理货、智能闸口等技术应用。

“在 5G、北斗等新技术加持下，阳逻国际
港水铁联运二期项目不仅是长江第一个水铁
联运自动化码头，也是我国第一个铁路装卸
自动化码头。”中远海运港口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一直以来，中远海运港口凭借持续专注
的技术创新，在信息化发展方面持续发力，
5G智慧港口转型应用陆续落地。

中远海运港口旗下厦门远海码头作为国
内首个 5G 全场景应用智慧港口，目前已在港

区内完成 5G 网络基础覆盖，凭借边缘计算、
高精度定位、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技术，
实现自动驾驶、智能理货、AGV 集群管理、智
能安防等多个 5G应用部署。

TCT“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
动化升级改造项目”于 2022 年 7 月全面竣工，
并入选 2022“世界 5G 大会十大应用案例”，项
目位于 TCT 北区的 4 个泊位，相比起之前传统
人工作业，现在自动化平均作业效率提升
20%以上，平均单箱能耗下降 20%，综合运营
成本下降 10%。

在信息化层面，中远海运港口开发 MIS 分
析决策系统及 EAM 资产设备管理系统，一方
面赋能业务，优化码头运营流程，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聚焦于智慧管理，实现实时洞察，高
效决策。

“MIS 系统通过统一中远海运港口总部
数据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建立平台与码头
TOS 系统的准实时传递标准与接口，推出总
部经营概览、营销类、运营类管理驾驶舱等
功能，直接为公司各项决策提供迅速准确的
支 持 。”中 远 海 运 港 口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EAM 系统将所有码头的设备管理、维修保
养，物料盘点与使用在平台上记录、跟踪以
及分析，帮助港口更好地进行资产及维护管
理，使码头资源达到最优协调，降低码头维
护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实现总部对各码头
设备管理的可视性。”

创新永无止境。中远海运港口将持续推
进智慧港口应用创新落地，升级内部系统，提
升服务能力，为港口生产组织形式提供更多
可能，为上下游客户带来更大价值。

数智赋能 提升服务水平

双轮驱动 构建综合物流供应链

南沙港自动化码头。本报资料室供图

厦门远海码头。本报资料室供图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薛力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