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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长三角港口群北翼制高点的
对策建议

摘要：盐城师范学院沿海发展智库刘波研究认为，江苏港口

群在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仍然存在港口

层级质量不高、服务能力不强、职能分工不明、市场化水平不足

等问题。建议通过增强港口发展能级，提升港口服务能力；畅通

港口微循环，优化港口群集疏运体系；明确港口多层级发展方向，

提升港口群融合效应；创新港口治理机制，推进港口群要素市场

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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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港口群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

的交汇点，位于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空间格局的北翼，在提升长

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着“先行官”

的作用。为打造长三角港口群北翼制高点、促进江苏港口群高质

量发展,盐城师范学院沿海发展智库刘波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

项目“江苏港口群‘聚合效应’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效

应’双效联动研究”，基于江苏港口群发展现状，分析其面临的

主要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江苏港口群发展现状

1.港口点面布局基本形成。随着江苏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持续

推进，各港口分工协作、协调发展，现已形成以连云港港为新亚

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和环太平洋地区重要海上门户、南京港为宁镇

扬江海中转综合枢纽、苏州港为江海联运大型干线港口、以及南

通港、扬州港、无锡（江阴）港、泰州港、常州港、盐城港为重

要支线港的以点及面的港口群布局。

2.港口资源整合加快推进。2017 年，江苏省港口集团成立，

省内各大沿江沿河港口资源实现有效整合。2018 年，江苏省港

口集团收购国投交通控股公司所持镇江港务集团 65.2%的股权，

苏州港集团收购北京国投交通控股公司所持张家港港务集团37%

的股权，两家港务集团股权的转让标志着江苏港口资源整合又上

新台阶。

3.港口口岸功能持续提升。江苏港口货物通过能力、货物吞

吐量、万吨级以上泊位数等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2019 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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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承接了中西部地区 60%以上的转运物资，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

企业所需 90%的外贸原油、70%的外贸铁矿石、20%左右的集装箱

均通过江苏沿江港口中转。2020 年，全省有一类港口口岸 17 个，

对外开放码头 254 个，生产性泊位数 5684 个，其中，万吨级以

上泊位数 524 个，港口综合年通过能力 22.9 亿吨，外贸货物吞

吐量为5.6亿吨，直接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4.港口集聚效应日益增强。据省交通部门统计，江苏沿江沿

海地区集聚了全省 90%以上的冶金、石化、造船企业，70%以上

的水泥、造纸企业，60%以上的电力企业和 75%左右的省级以上

开发区。港区服务保障了盛虹炼化、德龙镍业、中天钢铁、中电

投、中海油等一批千亿、百亿级临港产业落户，并逐步形成了以

船舶制造、风电装备、汽车零部件、石油化工、金属冶炼、新材

料、港口物流等为特色的临港产业园区。

二、建设长三角港口群北翼制高点存在的主要问题

1.港口层级质量不高。一是港口层级档次不高。长三角港口

群中，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位于第Ⅰ层级，苏州港位于第Ⅱ层级，

江苏港等其他港口均属于第Ⅲ层级，港口层级整体档次有待提升。

二是岸线利用欠合理。江苏港口码头及工业岸线占省域开发利用

岸线的比例超过 70%，自然生态和城镇生活岸线缺乏,造成居民

“临江不见江”的困局,影响城市景观和居民生活环境。三是码

头资源配置不合理。江苏港口群中万吨级以上泊位数仅占生产性

泊位数的 9.22%，地方货主码头、非法码头与公用码头抢占岸线

资源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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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口服务能力不强。一是港口航运供给能力有限。江苏港

口大型深水航道缺乏，集装箱远洋航线航班密度不高，连云港港

仅有 3 条远洋航线，远远少于宁波舟山港的 118 条，通关便捷性

程度更是远低于上海、宁波舟山等一线口岸。二是港口集疏运能

力较弱。江苏航线航班、港口集疏运体系不完善，江海联运、铁

水联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如江苏每年约有 1800 万标箱的外贸

生成量，80%以上通过公路、铁路等直接运至上海等周边港口。

三是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滞后。江苏港口群航运服务业主要集中

于船舶代理、码头仓储、货物代理等低端领域，物流、金融、保

险、信息、仲裁等高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

3.港口职能分工不明。一是港口建设结构性矛盾突出。无论

是港口硬件设施还是软件环境，均存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等现

象，港口结构趋同、功能重叠问题突出。二是港口服务同质化竞

争明显。不同港口之间的同层次竞争，同一港口金属矿石、煤炭、

矿建材料、石油及制品、粮食等不同货种之间的“同质化”竞争，

以及港口腹地的大范围交叉，均降低了港口群协同效应。

4.港口市场化水平不足。一是资源配置市场化特征不明显。

国有资本在江苏港口群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市场无法充分发挥

其资源配置作用。二是港口联盟运作模式不成熟。江苏港口群内

部港货联盟、港航联盟、港港联盟和港区联盟等新兴联盟形式发

展不成熟，无法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三是不同权属港口存在利益

摩擦。全省港口投资运营主体众多，共有各类港口经营者近 400

家，就整合进度而言，南通、连云港主要港口集团股权暂未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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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港口集团，泰州港务集团 70%的股东为个人，合并较为困难。

三、打造长三角港口群北翼制高点的建议

1.增强港口发展能级，提升港口服务能力。一是培育港口经

济增长能极。突出“增量优质、存量优化”，打破江港强、海港

弱的非均衡局面，注重沿海港口能级的培育，在不断扩大港口吞

吐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航运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二是提升

港口对外开放能级。以联手助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纵深发展为着

力点，推动港口群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港口群内

部协调度以及港口群与产业链、供应链匹配度。三是扩大港口服

务能级。以港口口岸功能为引擎，借助于上海高端航运服务业的

优势，与上海航运企业、货代企业、证券公司、保险交易所、航

运金融机构等加强航运合作，拓展国际结算、资金运作等业务，

推动航运运价指数期货上市。

2.畅通港口微循环，优化港口群集疏运体系。一是推动交通

无缝衔接。全面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发展海铁联运、水水中转，有效提升区域人流、物流等要素

流动规模和通达程度。二是提升港航网络化程度。以数字经济赋

能港航发展，整合港口、船务、公路、铁路等数据共享平台、业

务对接接口，推进海港、空港、陆港、信息港联动发展。三是构

建全链条物流体系。完善港口群物流运行体系的骨干支撑和重要

物流节点有机衔接，提高干线物流效率，形成“枢纽+通道+网络”

多层级物流枢纽运行体系。

3.明确港口发展方向，提升港口群融合效应。一是推进港口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ifjkG5QgUJjGjZCkS7KQF-GSki9acpxUjGRX_0TP4itKB5u7ZP9WsnQBnXnCVMWaP-n6BJVsFzbGczg9Wq0fmUSfqAPmFUDrZ2cQPSciH3&wd=&eqid=f62490360002af3600000006610fe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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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发展。制定港口级别标准，将江苏港口划分为龙头港口、核

心港口和一般港口三个层级，使之相互间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

开放型网络，吸引港口群外资源要素向群内集聚，并将形成和扩

大的经济能量向腹地辐射。二是发挥平台集聚效应。充分利用中

韩（盐城）产业园、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哈物流基

地、上合组织物流园等开放合作平台，加速货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要素集聚，助推长三角港口群物流服务效能提升。三是深

度嵌入长三角临港产业链条。抓住国家重大产业布局调整和长三

角产业转移的机遇，选择一批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集约

化程度好、带动作用大、事关长远发展的重特大项目和高新技术

项目，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临港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

4.创新港口治理机制，推进港口群要素市场化配置。一是打

破要素流动壁垒。积极推进江苏港口群与国内外物流企业合作，

构建联盟式经营模式，有效消除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

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打造港口建设投融资平台。由政府投入

“种子”资金成立江苏港口发展基金，通过 PPP 模式，引导带动

金融、社会资本参与港口资源整合。三是创新资本合作模式。依

托长三角港口集团，通过交叉持股，互为股东模式，盘活江苏省

港口集团、上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等港航资源，推动资本要

素资源在港口群内自由流通。

（作者刘波，系盐城师范学院沿海发展智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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