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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福建省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

区域经济整合和共同发展，提出构建三条战略通道，确立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作

为福建的总体发展战略。 

港口是综合运输枢纽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港口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也是

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港口的作用，

“城以港兴，港以城荣”已成为大家的共识。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全面推进，

为了适应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日俱增的新形势，福建省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

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制定了“东出西进”的交通发展战略。 

本文关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大趋势，联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结合推进闽台经贸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背景，并立足福建省发

展的实际情况，根据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东出西进”的战略目标，在初步

调研了福建主要港口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情况的基础上，对港口与海峡西岸

经济区进行了研究，提出从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个特定的区域角度研究港口的发展

问题，在对福建区域的港口进行 SWOT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发展对策，旨

在为开创福建区域港口的新局面建言献策。 

 

关键词：港口；海峡西岸；发展。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Abstract 
Fac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new tendency and the new 

characteristic,Fujian Province further carries out science development view, wears the 
strength advances the region economical conformity and together develops,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constructs three strategic channels, the establishment construction 
channel West bank economic zone takes Fujia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harbor is the synthesis transportation junction and the foreign opening 
important port. The harbor is the region economy important constituent, is leads the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core strategy resources, the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main growth spot, also i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mportant 
propelling force. Promotes in the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to have fully to 
display the harbor the function, " the city is popular by the port, the port has 
gloriously become everybody by the city "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long with 
channel West bank economic zone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for the 
adaption class, the stream of people, the fund class grows day by day the new 
situation, Fujian Province acts according to Fujian the existing economic potentiality, 
the resources condition and the special geography, formulated " east left west bound " 
the traf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article pays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al whole world, the region integration 
major tendency, relates the our country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well-off society 
the goal, the union advances two economics and trade development, realizes the 
motherland peaceful unification, and bases the actual situation which Fujian Province 
develops, and " east leaves the strategic target west bound " according to " the 
construction channel West bank economic zone ", in initially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the Fujian major ports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 the 
management management situation foundation, conducted the research to the harbor 
and the channel West bank economic zone, proposed from channel West bank 
economic zone this specific region angle research harbor development question, 
carries on SWOT analysis in Fujian region harbor in foundation proposes certai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Is for the purpose of prospering the Fujian harbor new 
aspect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states opinion offers advice. 

 
Key Words: Harbor; Taiwan Strait′s West Coas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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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区域化，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呈现出具有高度

依存性的地缘经济。经济区域化是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提高竞争力、参与全球产

业分工协作的基础。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初步形

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等等，不断吸引和集聚国内外生产

要素，区内各省市也在区域协作中不同程度地受益。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以福州、厦门、泉州为中心，以闽东南地区为主体，北

起浙江温州，南至广东汕头的台湾海峡西部的海域与陆地，力图以福建所处的独

特地理位置实现承北接南、扇形辐射的态势。这个经济区拟将不同分工、不同功

能以及不同运行方式的经济圈整合成同一过程，形成一种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

以强化市场的黏合性和融合度，创造更加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从而增强整个东

南沿海经济板块的竞争力。 

港口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作用倍受关注，现代港口业日益成为牵动、辐射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口是区域经济蓬勃发

展的龙头，我国经济 发达的地区是沿海地区，沿海地区通常是通过一个港口或者一群港口，

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作为海洋大省，福建省政府

一直十分关心港口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一名港口企业管理者，笔者也想为福建港口发展尽一

些微薄之力，所以以此为研究课题撰写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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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港口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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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港口与区域 

港口是具有船舶进出、停泊、靠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驳运、储存等功

能，具有相应的码头设施，由一定范围的水域和陆域组成的区域。①区域是指拥

有多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进行多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片相对较

大的空间范围。②纵观国内经济区的发展，都把港口与区域经济全面互动、协调

发展摆在战略高度。港口与区域经济在发展中彼此依存、紧密配合、互相促进，

形成息息相关的统一体。 

第一节  港口概述 

现代港口已经从过去的装卸场所，发展成为集装卸、加工、保税、贸易、服

务等多种功能的综合发展区域，成为综合运输网络中的重要枢纽和能源、外贸及

战略性物资的集散中枢，是提高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市场竞争能力、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设施。 

一、港口的物资组成 

港口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由若干部分所组成的。这种组合必须是特定

的，因为缺少任何一项因素，或者任何一项因素与其他因素组合所形成的就不一

定是港口了。港口是水陆联运的枢纽，进行旅客、货物集散并变换运输方式，如

由水运转为铁路、公路运输，由河船转海船，或作与此相反的转载。 

港口大致有水域、陆域和设施 3 个基本物质组成。任何港口都有其相应的水

域，水域是港口实现其功能的基本条件。港口水域主要供船舶锚泊、停靠及进行

其他有关作业。港口陆域是港口水域的依托，港口陆域所具有的功能及在港口陆

域所发生的行为比港口水域广泛和复杂得多，港口陆域是港口的主体部分。港口

设施是为提高港口装卸效率、提高港口的现代化水平，实现港口的各种功能而在

港口水域和陆域设置和建造的人工构造物。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6/30/content_944684.htm 
②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开发网: http://www.china-region.com/dictionary.as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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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港口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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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口的功能特征 

港口的功能特征是指港口的主要作用。港口的功能特征具有多元性和发展

性。多元性是指港口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一些

作用。发展性是指港口所具有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日趋复

杂和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港口的功能也由少变多，由简单变复杂。① 

首先，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港口的基本作用体现在交

通运输方面：港口为船舶提供相应的服务，船舶运输货物需要在起运港装船在到

达港卸船，港口对船舶来讲至关重要，船舶要在港口锚泊、靠泊，使用港口的设

施和服务及进行其他作业；港口为货物的通过提供相应的服务，货物与港口发生

关系主要是要求港口提供相应的装卸、储存、驳运及相关的服务；港口为旅客提

供上下船舶和候船等服务。其次，现代港口除在交通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外，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方便人民

生活的重要因素，港口是一个国家的窗口，对于发展国际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港

口在交通运输中作用的发挥，使之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环节，成为各种经济关

系的中心，现代物流的集散地。港口的发展为加工工业在港口附近的聚集创造了

条件，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港口

附近加工工业不断壮大。港口附近加工工业的发展要求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

贸易服务，于是相配套的金融、贸易服务机构和设施也在港口附近设立。港口的

发展促进了加工工业、金融、贸易服务的发展，加工工业、金融和贸易服务的发

展又促进了港口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港口逐渐成为了经

济发展的中心。相应地，又会要求具备教育、科研、文化、生活、娱乐、医疗等

方面的配套功能，港口日趋社区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港口的功能也由

初单纯的货物装卸和集散功能扩大到了装卸、工业、商业、物流、信息功能。 

三、现代港口的主要产业活动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港口正向国际贸易的综合运输中心和国

际贸易后勤基地的多功能方向发展。现代港口正在向航运和海洋产业的服务中心

                                                 
① 叶红军

：《港口法》基本问题研究: http://www.chinashippinginfo.net/xinxi/itemshow.aspx?id=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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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勤基地转化。港口功能的多样性还带动了其他诸多的贸易与产业活动，使港

口的城市功能逐渐扩大，如临海城市的产业及其活动与港口关系日益密切，也越

来越依赖于港口。表 1-1 所列是现代港口的主要产业活动。 

 

表 1-1 现代港口的主要产业活动 

为船舶提供的服务 为货物提供

的码头服务

货物内

陆运输

为船员提供

服务 
为货物提供其他服务 

1.靠泊 13.船舶供给 24.装卸 28.驳船 32.服饰用品 37.广告促销 47.保险 
2.话务 14.系解缆 25.重件装卸 29.火车 33.个人用品 38.汽车停靠 48.船检 
3.拖轮 15.伙食 26.仓储 30.卡车 34.娱乐餐饮 39.银行 49.列车运输 
4.海关 16.硬件设备 27.港内运输 31.管道 35.交通 40.通讯 50.货物过磅 
5.检疫 17.清洗    36.其他 41.集装箱 51.冷冻 
6.移民服务 18.医疗      42.通关 52.样品计量 
7.入境清关 19.垃圾回收      43.出口包装 53.船舶代理 
8.设备租赁 20.燃油      44.货运代理 54.仓储 
9.货物安全 21.淡水      45.熏舱 55.翻译 
10.装卸 22.修理      46.咨询  

11.看守 23.其他服务      56.食、非食用油的储存装卸 
12.特殊货物装卸         
资料来源：根据《港口经营管理规定》整理得。 

 

四、现代港口的主要发展趋势 

世界港口的发展呈现 5 大趋势：集装箱化发展趋势、大型化发展趋势、深水

化发展趋势、高效高科技化发展趋势和重视环保趋势。
①近年来，港口发展的外

部环境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对港口发展造成一些重要影响；新技术的高速发展

已对港口的建设和经营管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港口呈如下发展趋势②： 

1、现代化港口向更高层次过渡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加速，港口成为全球生产、销售等整个供应

链中重要的节点，又加上高新技术在港口领域得到全面应用，港口功能不断完善，

成为全球资源配置枢纽。港口生产经营从追求规模化的同时转向追求个性化和柔

性化，提供全程、全方位和多层面服务。港口与所在城市的发展更为紧密，与人

                                                 
① 资料来源：锦程物流网: http://www.jctrans.com/luntan/topic.asp?topicid=3985&topictype=1 
② 资料来源：浙江中外运:http://www.sino56.com/sino/zjm/news/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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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更为协调，从而形成区域经济、技术、文化、利益共同体。开始由第三代

港口向更高层次过渡，港口的规划、建设与布局与城市逐渐一体化。以临港产业

为城市产业主体的发展新模式，使整个港城效益融合在一起，经济腹地围绕港口

而协调发展。港口日益成为其所辐射区域外向型经济的决策、组织与运行基地。

从区域性的产业布局、信息网络、人才供应到各类软硬件服务设施以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体系，都在向港口倾斜和靠拢。港口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并以竞争为主，

其表现 明显的就是各港口所在城市或所直接辐射的陆向经济腹地，都在集中力

量发展基本区域的港口，并尽可能使本国、本地区的物流量由本区域港口处理，

人才与环境成为决定港口发展的关键因素。 

2、泊位、航道深水化和码头外移 

船舶大型化的趋势使码头泊位为适应这一需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泊位和航

道水深一般需要超过 15 米以上，码头地理位置要求海岸条件良好，有足够的水

深。为减少开挖土方量和工程投资，又能获得足够的水深和宽敞的航道、水域、

锚地和港池，新建码头多为离岸栈桥形式，这样可节省投资，施工期短，早投产，

早收益。码头外移趋势是为了满足国际船舶大型化的需要，减少船舶进出航道的

时间，减少航道疏浚量。 

3、码头专业化和装卸设备大型化 

国际海运业船舶大型化、航道深水化、码头巨型化、运输集装箱化以及装卸

作业专业化是发展的主旋律。专业化水平低，大宗散货专业化泊位不足，特别是

集装箱专用码头建设滞后将成为港口发展瓶颈。船舶大型化对码头生产规模提出

了新的要求，泊位、场地等生产设施必然相应扩大。为了发挥铁路集疏运的作用，

在港区码头还需要布置铁路作业线和停车线，也要求港区面积扩大。现代高科技

在港口生产中具体表现为港口装卸工艺的合理化、港口装卸机械化系统的电气

化、自动化以及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4、港口信息化、网络化、集群化 

海上运输业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国际性，港口信息化、网络化、集群化无疑是

提高服务效率和完善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港口业信息技术革命的焦点之一是

EDI(电子数据交换)，通过它可以使港口的计算机系统直接同用户、货主以及其

他机构的计算机系统进行通信，更好地促进各大港口和港口群之间的交流合作和

资源共享。港口集群的趋势正在呈现，打造港口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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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对信息时代的国际化竞争。港口群属于独特的经济区域，超过传统意义上

的行政区域，港口群围绕大经济区积聚。中国正兴起的新一轮的港口建设热潮，

带动了当地及其辐射区域系列产业链的发展，而这种辐射正形成一种“港口集群”

效应。① 

5、港口向现代物流方向发展 

港口在现代国际贸易和运输系统中的战略地位正在逐步加强，并发挥着日益

活跃的作用。港口建设的战略目标应该树立实现现代物流枢纽。一个现代化的国

际港口，必须集物流服务中心、商务中心、信息与通讯服务中心和人员服务中心

为一体，才能巩固和提高其在运输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运输业经营人正在向

综合物流服务提供者转化，其服务内容也从单纯的运输服务转变为提供运输、包

装、储存、配送等增值服务。 

21 世纪交通运输将形成物流系统综合化。海上运输的承运人不再仅仅负责

组织、承运货物“港到港”，而必须做到“门到门”，建设各种运输方式的集结、接

转的综合型枢纽，港口不再是运输的终点，而是作为国际贸易运输运输链中的一

环，融合成为综合枢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港口总体发展方向是建立物流

中心，港口物流中心的基本形态一般有 3 种：全能型的物流中心，兼具商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通功能，并配备完善的服务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型的物

流中心，主要提供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流通所需的基础设施；商流型的物流

中心，它只具有商流功能。港口物流中心是以 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为至高目

标。为实现物流中心的目标，港口物流中心应具备物流集散、货物存储分拨配送、

国际物流服务、市场交易、信息管理、服务咨询和增值性服务等功能。根据现代

物流的功能要求对港口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通过功能多元化、标准国际化、布局

合理化、管理现代化和运行高效化的改造，使港口功能适应未来国际集装箱多式

联运和国际物流网络节点的要求，以全面提升港口竞争力。② 

第二节  港口与区域 

港口是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带动区

                                                 
① 资料来源：中国水运报:http://www.zgsyb.com/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11493 
② 资料来源：锦程物流网: http://info.jctrans.com/zhuanti/zta/6/20059131335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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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港口的发展。经验表明，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直接拉动了钢铁、机

械、造船、建材等相关工业的发展，而且也对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调整与优

化产业布局具有重大影响。 

一、经济发展是港口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经济的发展对港口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港口吞吐量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区域经济、特别是其外向型经济发展规模的大小。我国 3 大经济区中

的港口，珠江三角洲的香港、深圳、广州港，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宁波港发展都

异常迅猛。环渤海地区的大连、天津、青岛 3 个港口尽管也在竭尽全力发展集装

箱，但仍然被上海、深圳港甩得越来越远，2005 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808.40 万 TEU，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 1619.70 万 TEU，宁波港突破 500 万 TEU，

达到 520.80 万 TEU①，增幅继续名列我国主要集装箱港口前茅。南方 2 个经济区

港口集装箱能发展迅猛，其原因是其区域经济发展得快。 

2002 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2004 年我国 GDP 增长 9.5%，

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进出额增长 30%以上。②港口作为国际贸易和物流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将从经济高速发展中直接受益，其吞吐量也大幅增长。随着全球经济

一体化和我国加入 WTO，特别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工业产品的进出口量将大

幅增长，集装箱适箱率提升，集装箱吞吐量将会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同时我国又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对原油、矿

石的需求量大幅攀升。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业和化工业的快速增长，原油的进口量

也将大幅提升。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对钢材的需求剧增，近几年在建钢铁产能很大，

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量大增。可以预计今后几年，原油、矿石等大宗商品将是我

国港口吞吐量增长的动力之一。 

二、港口是吸引和聚集工业的 佳区域 

港口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运输服务，而且不少港口本身就

成为吸纳工业的理想场所，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据点”，之所以选择港口作为其

                                                 
① 数据来源：中国港口集装箱网: http://www.portcontainer.com/b_consultation/ganggou/t20060117_8073.asp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1/25/content_25049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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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区位，主要是因为： 

第一，工业依托港口的运输功能可以很好地为工业提供国际化服务。世界上

85%①的国际贸易都是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的，因而港口与国际沟通的便捷条件

正是吸引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港口也是理想的制

造业基地和能源基地。虽然通过内陆运输同样可以完成国际国内产品和原材料的

运输，但是其运输成本远远高于水路运输，这是由水路运输的规模经济性决定的。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还需要大量劳动力。港口由于历来的"商埠"功能，一

直就是人口繁多、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另外，港口城市通常具备充足的工业用

水和工业用地(包括填海造陆)，这也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第四，从物流的角度看，在港口建立工业不仅可以利用港口便利的运输条件进行

产品的装配、配套以及原材料的集疏，而且，以港口为跨国制造企业物流的集疏

中心将有利于降低整个系统工业物流的成本。这样，港口吸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良好条件和区位优势，就使得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落户港口，为城市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契机。 

三、港口在发展区域经济中起龙头作用 

港口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港口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核心战略资源，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港口的快速发展，对区域经济

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离不开港口的发展。 

港口业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借助“龙头”产业的辐射效应，

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聚集，推进港口工业向纵深方向发展，形成船舶、建材等支

柱产业群，港口工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而随着整个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尤

其随着公路、铁路等综合交通体系的完善，反过来又能促进港口业进一步发展。

港口与城市的发展正在结合为一个整体，港口不仅加强城市的交通枢纽功能，而

且日益成为城市 为开放和创新功能 强的区域。 

在人类从黄土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历程中，港口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从

世界范围来看，港口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今世界的 35 个国际

                                                 
① 数据来源：WWW.MOC.GOV.CN 中国交通部:2004 年公路水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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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都市，有 31 个是以港兴市发展起来的，其中世界 10 大经济中心都是以靠海、

靠江而兴盛起来的。二战后，日本利用港口大进大出的优势，在港口周边建设大

型钢铁工业基地、石油化工基地，仅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半个

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台

湾、韩国，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拥有世界一流的港口。据统计，香港港口业务及其

相关的工业约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 20%，其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之比高达

1:37.80。①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港口对所在城市发展成为物流中心、金融中

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等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以

来迅速成为国内经济 发达地区，沿海港口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经济发

展 快的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 3 大经济区，共同特点就是拥有

密集的港口群，并充分发挥其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① 陈福香:“环渤海区域港口合作与发展初探”,《港口经济》，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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