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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港口经济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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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沧港口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享受保税港优惠的税收政策和通关便

利,同时具有对台优势,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与缺陷。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背景下,合

理地利用既有优势, 克服存在的不足是利用国家政策优惠、加快海沧港口经济发展的根本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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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地区保税港设立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对保

税港区的运行状况及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

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大连、天津、重庆、上海、宁波

等地保税港区的建设情况与发展战略做了细致的

考查 (葛卫芬、宓红, 2008; 张强, 2008; 韩景等,

2008;李英、何海军, 2009)。相对而言,由于厦门海

沧保税区设立较晚,对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保税

港的作用的研究还比较少。目前,有一研究者提出

海沧保税港区拥有天然的港口优势,但也存在着基

础设施不够完善、人才资源缺乏、港口整体竞争力

较弱等问题 (王斌义、王什贵, 2009)。

本文立足海沧经济实情,考察海沧港口经济发

展的基本状况,探讨保税港建设为海沧港口经济发

展带来的利与弊,并在此基础上简单预测海沧港口

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初步探索保持这一发展状态

所需要的政策保障。

一、十一五 期间海沧港口经济发展

状况

海沧港位于厦门内港西岸南部, 始建于 1990

年,包括海沧港区和嵩屿港区两个部分,海岸线 26

公里,深水岸线 10公里, 陆域纵深 800多米, 前沿

水深 - 17到 - 13米,是厦门港中唯一可停泊 10-

15万吨集装箱船舶的深水良港,港内水域宽阔、水

深浪少、不冻少於, 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保税港区位于海沧港区与嵩屿港区内部,包括

有专有的泊位,具备优惠的政策环境。

(一 )海沧港口建设情况

在港口集疏运功能方面, 海沧港拥有便捷的集

疏运网络,海沧及嵩屿港区货物可以通过公路、铁

路、水路运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港。除了铁路货运

专线外,港口公路货运专线包括角嵩路、兴港路、南

海路。按照目前的运量和道路设计,海沧港区集疏

运网络基本满足港口物流的需要。

在港口码头建设方面, 海沧港区规划建设 33

个万吨级以上泊位,规划总吞吐量 1亿吨,集装箱

吞吐量 1000万标箱。按照 2009年海沧的集装箱

吞吐量 185 万 TEU 来看, 设定一个年增长率

21% ,到 十二五 计划结束的 2015年海沧港区集

装箱吞吐量将达到 580万 TEU。可以发现海沧港

口泊位建设完全满足 十二五 经济建设的需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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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在港口客货运量方面,从表 1可以看出海沧占

厦门全港的集装箱吞吐量约到 40%。目前厦门港

的集装箱吞吐量约在 550TEU, 而海沧港口集装装

箱吞吐量设计为 1000万 TEU,可见海沧不仅实际

上是厦门港集装箱运输的主体,而且完全有能力承

担更大份额的集装箱运输量。

表 1 十一五 期间海沧集装箱吞吐量

年份
厦门全港集装箱吞吐量

(万 TEU )

海沧集装箱吞吐量

(万 TEU)

海沧集装箱吞

吐量年增长率

(% )

海沧集装箱吞吐量

占厦门全港比重

(% )

2006 401 141 - 35. 2

2007 462 185 31. 2 40. 0

2008 503 215 16. 2 42. 7

2009 468 185 - 13. 9 39. 5

2010 557 207 11. 9 37. 2

注:数据来自相关年度的 厦门经济特区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年数据根据前七个月公布数据平均后得出。

(二 )海沧保税港建设情况

海沧保税港区于 2008年 6月 5日获得国务院

批准设立,规划面积 9 5092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七

个批准设立的保税港区。2010年 1月 12日海沧保

税港区一期通过验收,封关面积约为 4 65平方公

里,范围包括海沧港区 1- 6号泊位,嵩屿港区 1- 3

号泊位、物流园区和厦门出口加工区一期。保税港

区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 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

内自由、入港退税 的监管原则, 推行全封闭化、信

息化、集约化的监管模式,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和

便利的外汇管理模式, 为企业开展国际中转、国际

采购与配送、商品展示、加工制造等贸易与生产活

动提供更为优惠与便捷的通关环境,降低企业通关

成本,提高通关效率。

从国际中转看,一方面,海沧港区开辟了 25条

国际远洋航线到达世界各主要港口,已经具备比较

广泛的市场联系; 另一方面, 保税港区依托发达的

高速公路、铁路交通网络,为港口物流作业、仓储、

海铁联运、海陆联运提供了全方位的配套服务, 为

内陆货源的开拓和港口货物的周转提供了有利的

支持。

从国际配送看,海沧保税港区集港区作业、保

税物流、出口加工区 三位一体 ,其中保税物流园

区共有 19家物流企业,背依海沧各工业园区,办理

区域性物流和工业、商业配送物流业务, 基本能满

足保税港区封关运作后的各项需求。 2010年第一

季度,海沧港区出口货物 79786批,进口货物 6185

批,报检金额 8 97亿美元, 出境报检货物 24768

批,货值 7 64亿美元。较金融危机前的 2008年同

期,各项指标均有所增长,港区运行状况良好。

从对外合作来看,海沧港区与台湾高雄港间具

有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背景相似、经济联系紧密、通

关环境便捷等优势,海沧保税港区可以利用优惠的

税收与通关政策对接高雄港、推动台资企业发展;

同时高雄港也面临着港际间竞争压力大、台湾产业

基盘小、港口行政效率与自动化程度较低等一系列

问题,需要寻求对外合作以保持稳定货源、提高港

口竞争力。也就是说,海沧保税区与高雄港存在合

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 2010年 5月,海

沧保税港区与高雄自由贸易港区签订了合作意向

书。但是由于受到两岸政策的限制,两岸港口之间

的合作程度较低,合作内容有限。

(三 )腹地经济发展情况

港口为腹地经济提供了外向发展的渠道,同时

腹地经济的繁荣也为港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其中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为港口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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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货源,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为港口提供了有效

的配套,带来了丰富的人流, 港口物流的发展推动

了港口客货运转,带来了港口的繁荣。

从直接腹地范围来看,海沧港区以海沧区作为

依托,海沧工业制造业与物流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为

港口经济的繁荣打下良好基础。表 2描述了 十一

五 期间海沧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与工业企业年产值

的增长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2009年海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企业产

值都有所下降, 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 到

2010年各项经济均恢复增长,预计各项经济指标将

在 2008年的水平上有较大增长。 2009年海沧的三

次产业结构为 1 2 69 5 29 3。可见海沧区第一

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很低,第二产业仍

然是经济主体,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

的趋势。在工业制造业方面,到 2010年 6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共 266家, 其中, 重点工业企业 69

家,中等工业企业 156家。 200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606亿元,工业增加值 139亿元。 2010年 1- 6月,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产值 347 17亿

元,先进制造业基地格局初步形成。在商贸服务业

方面, 2007、2008年海沧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增

幅分别为 32 8%、27 6% ,连续两年居厦门市各区

之首; 2009 年, 海沧 区完成 14 25 亿 元, 增 长

19 7% ,在厦门市各区中位居第四位。可见, 尽管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商贸服务业增幅放缓, 但是仍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物流业方面, 十一五 期

间海沧已建成相当规模与完善的综合服务功能的

物流基地和物流园区, 并吸引世界五大航运公司中

的 4家入驻海沧,港口物流得到较大程度发展。

从间接腹地范围来看,海沧港区以厦门市和闽

南三角区为依托,经济腹地包括福建全省、粤东、粤

北、江西、湖南等地。在中国几大港口群中,闽南地

区港口的经济腹地力量相对较弱,并且港口分布众

多,港口之间竞争力度大,货源相对不稳定。在世

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中,大陆上海港、深圳港、

青岛港、宁波 -舟山港、广州港、天津港、厦门港、大

连港分别居于第 2、4、10、11、12、17、22、26位。

表 2 十一五 期间海沧经济运行情况

项目

年份

总体经济运行情况 工业生产情况

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

(亿元 )

年增长率

(% )

全区工业

企业年产值

(亿元 )

年增长率

(% )

2005 164. 9 - 464. 1 -

2006 180. 6 9. 5 533. 7 15. 0

2007 210. 0 16. 3 657. 14 23. 1

2008 217. 8 3. 7 663. 78 1. 0

2009 212. 2 - 2. 6 606. 02 - 8. 7

2010 260. 5 22. 7 710. 48 17. 2

注: 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0年前半年数据和 十一

五 期间年平均增长率推算而出。数据来自 海沧区政府工作报

告 , 2007, 2008, 2009, 2010年。

二、海沧港口经济进一步发展存在的

问题

根据前面对经济腹地、港口基础设施、保税港

运行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海沧保税港的税收优惠

和政策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港口经济腹地较

弱,港口物流存在货源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总的看

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 )基于我国保税港与国际自由港的差距,

海沧保税港区存在固有的缺陷

就区域性质而言,保税港区只是就进出口税收

实现 境内关外 ,其他许多海关管理方面仍不能实

现。就自由度而言,保税物流园区实际上是一线、

二线、区内三重管理, 不能提供完全 自由 和 便

捷 的管理措施。就信任度而言,海关对园区货物

同时实行单证与货物监管, 缺乏对区内企业的充分

信任,存在高额的监管成本。就港区竞争而言,各

保税港不顾产业基础与区域条件的差别,功能定位

雷同,引资招商存在无序竞争。

(二 )由于海沧保税港建设起步较晚, 配套制

度还没有完全跟上, 信息平台还不够完善

就报关制度而言,上海洋山港实行系统报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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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4小时通关,而厦门仍实行人工审批制度, 报

关时间限制在正常工作时间范围内,从而降低了物

流中转速度。就信息平台而言,厦门港口岸各部门

的电子平台仍处于离散状态, 电子报关通关效率

低,中转功能建设滞后。

(三 )作为厦门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沧港口

的综合竞争力不足

基于港口效率的中国港口综合竞争力评价结

果,发现厦门港的综合竞争力位于倒数第二,上海

港位于第一,深圳港位于第二。其中, 厦门港港口

吞吐能力、港口作业能力、港口财务状况及投资状

况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

(四 )由于海沧港口与腹地经济发展不均衡,

港口存在货源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

海沧港口的设计集装箱吞吐量为 1000万

TEU,而 2008年集装箱吞吐量仅为 215万 TEU, 产

能严重过剩。原因在于一方面厦门周边大都是不

发达地区, 缺乏有较大增长潜力的经济腹地的支

撑;另一方面,厦门与内陆省份的交通不够便捷, 运

输成本较高,并且受到来自长三角、珠三角港口的

竞争。目前,海沧港的货源主要来自厦漳泉地区,

江西等内陆省份的货物很少选择通过海沧港口

出口。

(五 )其他常见问题

如缺乏有经验的保税区物流人才;临港区服务

业无法满足港口发展的需要;公共交通、医疗与教

育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满足临港工业职

工的生活需求;国有物流企业受政府支持过重, 难

以应对成本、市场的变化等问题也困扰着海沧港口

经济的发展。

三、发挥保税港区作用与加快海沧港

口经济发展

海沧港口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享

受保税港优惠的税收政策和通关便利,同时具有对

台优势,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与缺陷。在建设海峡

西岸经济区的大背景下,合理地利用既有优势, 克

服存在的不足是利用国家政策优惠、加快海沧港口

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 )利用海沧保税港区税收优惠与通关优

势,促进保税港与腹地联动发展

在保税港自身建设方面, 首先要进一步整合保

税区与港口的政策优势、功能优势和区位优势,推

进国际港航产业与现代物流产业互动,建设与国际

惯例接轨的保税港区。其次,进一步优化出口加工

区海关监管模式, 完善电子信息管理平台,改变人

工审批报关制度为系统报关制度,提供优质便捷的

通关服务。再次,进一步加强海沧保税港与国内其

他保税港之间的联系, 通过货物高效中转,实现保

税港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对于已经成熟的通

关运作模式,政府应减少干预, 鼓励物流企业创新

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

在保税港区与腹地联动方面,要进一步利用保

税港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策扩大招商,促进转

口贸易及物流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结合海沧保

税港区的实际情况,探讨 区区联动 的监管模式,

以保税港区为龙头,以保税物流园区、保税仓库、保

税工厂、出口加工区等为节点, 以保税运输线为链

条,形成保税网络, 将保税港区的政策辐射到整个

腹地,推动腹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 )加强海沧港口与内陆省份的联系,推动

港口腹地开发

海沧港腹地有限、货源不足,因此应努力加强

集疏运通道建设,整顿港区环境,吸引船、货双方来

海沧港开展业务,提高港口在腹地外贸货源市场的

占有率。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开发港口功能, 降低

货运成本,为货主提供便利条件以巩固老货源,另

一方面要加强与腹地的政府部门、货主企业的合

作,提高宣传力度,以超前性、长期性和连续性组织

与开发新货源。另外,地方政府还需要加强与航运

企业的合作,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大型企业落户海

沧,开辟远洋航线,拓展国内外市场。

(三 )对接台湾自由贸易港区,促进两岸港口

物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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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两岸货物直航 的背景下,通过加大港口基

础设施投资力度、促进两岸物流公司合作、拉近两

岸港口政策差异等措施实现海沧港与高雄自由贸

易港区对接,提高港口国际中转运输效率, 进而提

升台企发展空间。对海沧港区而言,一方面可以借

鉴台湾自由贸易港区经验,提高海关行政与货物通

关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台湾港口运营商和物流

商的经验、力量及台资企业变革自身商务模式的内

在需求,促进海关监管模式的不断变革。对台湾自

由贸易港而言,一方面可以开拓大陆货源市场, 增

强港口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建设两岸物流通

道,为台湾企业在大陆的发展提供便捷的货运

渠道。

(四 )发挥港口辐射与集聚作用,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

港口不仅为腹地带来大量的物流和人流,而且

通过国内与国外腹地的连接带来了大量的市场信

息和发展机遇。依托周边发达的高速公路、铁路及

水运交通网络,海沧港口经济集聚与辐射能力得以

加强;通过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与资源流动,海沧

产业结构实现优化与升级。具体而言, 要促进地区

间要素自由流动, 实现人才与资本在港口的集聚,

促进港口物流以及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拓展经

济腹地,建设海峡西岸物流圈,带动直接与间接经

济腹地的发展。

(五 )提高港口环境监测力度与应急反应能

力, 实现经济与环境共赢

发展海沧港口经济,要坚持推进 生态海沧 战

略,秉持 发展与保护并重,经济与环境双赢 的理

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产业发展方面, 选

择有利于生态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 三高 产业,

即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污

染防治设备制造、游艇制造等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文化休闲生态旅游业,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在污染防治方面,加大港口重点化工企业监测

力度,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监测范围,建立污染物应

急处理机制,为生态环境提供切实的保障。在城市

建设方面, 做好港口与城市发展规划, 凸显海沧

山、海、湖、城 的滨海景观,不断完善港口与城市

基础设施,协调港口开发与沿海环境,建立环境宜

人、生态和谐的低碳城市。

注释:

根据厦门港 1994年至 2009年集装箱运输年增长率进行

平均,并考虑海沧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占厦门全港的比例

计算得出。

根据厦门港 1994年至 2009年集装箱运输年增长率进行

平均,并考虑海沧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占厦门全港的比例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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