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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贸易运输服务市场中，港口一直被视作重要的物流节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天津港的转型与

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而航运服务中心作为聚集航运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平台，其规划发展也是港口建设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本研究将通过天津港与伦敦港发展及规划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对现阶段天津港航运服务中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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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3年 9月和 10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两项合作倡议被提出，统称为“一带一路”倡议，

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也将加速推进我国的港口转型进程，这对我国港口运输和服

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天津港的现实问题

天津港作为我国发展最早的沿海港口之一，担负着中国

沿海主枢纽港和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作用，在国际航运

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近 10年来，天津港的货物及集装箱吞

吐量整体上保持增长趋势，但其增长速率却逐年放缓，这与在

环渤海港口普遍加速发展吞吐量持续攀升有关。周边港口竞

争加剧不仅使“北方第一大港”的地位正在受到冲击，更成为

抑制天津港吞吐量增长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实上，天津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自身弊病，如在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动下取得发展的同时，港城矛盾逐渐显

现。而导致天津港竞争力削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身为“北

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发展定位不彰，航运服务能级不高。

在 2018年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

中，天津仅以 54.88的评分位居全球第 30位。除港口泊位、吞

吐量等基本条件外，航运服务作为三大指标之一在其发展指

数的评价体系中占据很大比重。目前，我国仅有上海排在全

球航运服务前 10位，天津与上海相比，航运服务企业数量、海

事法院受理案件数等都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因此，改变天

津港发展现状的关键是将航运服务中心建设纳入天津港转型

的规划工作中。

2 国际航运服务中心的演变

航运服务中心是指聚集航运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平台，

包括航运交易及其服务业、现代航运业及其辅助业、政府口岸

服务等，而国际航运中心在发展过程中内涵与功能在不断地

发生变化。

第一代航运服务中心多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功能上

以货物集运为主；第二代的功能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增加了加

工配送功能，主要通过建立自由港或自贸区等优惠政策实现产

品的包装等；第三代则增加了综合资源配置的功能，此类国际

航运中心城市也在国际上占据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重要地

位；第四代航运服务中心已发展为以港口为核心、以城市为主

体、以自由贸易为依托，能有效地在产品供应链中将生产、销售

与运输等资源进行充分整合与配置的国际综合服务平台。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我国也逐步意识到世界

经济重心东移对我国航运服务中心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作

为国际贸易大国，打造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国际性航运

服务中心成为我国发展临港产业的重点任务之一，天津应抓

住国际航运中心发展与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机遇，抓

紧培育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3 伦敦港航运服务中心发展研究

伦敦港地处英国东南沿海泰晤士河下游的南北两岸，从

河口向上游伸延至特丁顿码头，全长达 80海里。在新华·波罗

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中，伦敦航运服务业连续 5

年排名第一，在航运经济、航运仲裁两个领域远超其他城市，

航运经营服务方面与新加坡接近并远超其他城市。

早期，伦敦市的航运服务业借助态势极好的码头工业开

始萌芽；二战以后，伦敦在传统航运业出现衰退的状况下，依

托原有的船舶市场、丰富的航运服务以及领先的服务业等优

势，大力推动相关产业向高端航运服务业的转型，并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1984年，伦敦城市大学开设了第一个航运服务业

硕士专业，以培养航运服务高端人才；1985年，波罗的海交易

所率先推出了全球第一个货运运费指数期货市场，借此从航

运交易市场向航运交易信息提供者转变，至今已成为航运交

易信息的最大独立来源。

伦敦港最初有 3个港区，自 20世纪 40年代起，陆续关闭

了临近市区的两个大港区，开始了港城分离发展模式。为适应

国际航运现代化发展，1967年，伦敦在距市中心约 100km的

费利克斯托开设专用集装箱港，以满足货船靠泊装卸需求；

1990年，伦敦又在距市中心更近的泰晤士河口兴建了泰晤士

港，原老码头区域转化为非海运的商业和娱乐功能，并以经过

多年发展起来的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为基础，在伦敦金融城

内建设航运服务软环境，发展航运融资、海事仲裁、海事保险

等高附加值产业，从而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条；20世纪末，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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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政府又对市区内老码头区进行重新开发，试图将该地区打

造成新的金融和商务服务区。经过 30多年的改造，其成为伦

敦新金融中心的所在地，成功地完成了产业转型与升级，带动

了城市与经济的发展。

在伦敦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及世界航运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伦敦的航运服务系统布局随着航运市场需求的变化持续

地进行着自我调整。时至今日，伦敦依旧以建设全球领先的

航运专业服务中心为目标，着力推动航运服务业创新升级，保

持伦敦作为国际顶尖航运服务中心的竞争优势。

4 伦敦港航运服务中心启示

4.1 掌握基础的形成要素

在航运服务业形成初期，港口城市往往依托大量货物的

聚集、流通带动当地航运相关产业配套。正如英国在 17世纪

依赖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开拓大量外生性货源，成为

殖民地货物输入口。而后，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新兴

城市制造业发展积累内生性货源，进而拉动港城经济的互动

关系，奠定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型的基础。

然而，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劳动力成

本也随之上升，区域产业结构必将面临“软化”的压力，生产性

服务业对人才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增强。因此，从航运中心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专业人才的培养必将成为关键要素。

4.2 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

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组合下呈现不同的特点，

伦敦港口将船务服务、航运专业服务、航运监管服务、航运支

持服务及适量的港口服务相结合，打造高功能复合程度的组

合，呈现出高发展成熟度的态势。但是复合程度的高低并不

能直接决定港口发展以及航运中心建设是否成功，在任何组

合形式构成的发展模式下，都可能产生成功的航运中心城市。

因此，应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依循航运服务发展历程中的必

由之路。

4.3 顺应空间布局的演变规律

航运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布局会依据航运服务体

系自身发展而产生变化。依据对伦敦港发展历程的研究可以

发现，港口城市航运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会伴随着城市经济与

建设产生规律性变化，通常是在集聚与扩散两种形态中交替

转换。从宏观角度观察，航运服务业则是由城市中心范围向

各个港区进行扩散。因此，顺应空间布局的演变规律，针对航

运服务业需求适时变化调整空间布局，协调港城间关系是航

运服务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心。

5 天津航运服务中心发展对策及建议

参照伦敦港航运服务中心发展历程所带来的启示，对天津

港航运服务中心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及建议。

5.1 注重人才培养

优化航运教育结构，以培养专业高端航运人才为目标，重

点培养船舶经纪、航运经营、航运金融、海事法律等方面的高

端专业人才；结合利用现阶段人才引进政策，为航运服务高端

专业人才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持，进而建立人才资源储备库；为

国内外港口城市航运服务业相关从业人士提供定期交流与合

作的平台，及时掌握国际航运中心发展动态及港口建设相关

资讯。

5.2 把握政策优势

目前，天津港已作为重要支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

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会不断增加，天津

港的国际贸易也随之增加。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滨海新区

开发开放以及自贸区先行先试等政策，都为天津港航运服务

业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天津港应把握良机，充分发挥政策优

势，培养高端航运服务业人才，引入知名航运集团及航运管理

公司，构建国际航运金融中心，建成“北方第一个自由港”。

5.3 革新发展模式

借鉴伦敦发展经验，立足于城市主导的产业体系，营造特

色港口制造业，明确航运服务业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及发展

路径。以天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契机，推进天津港航运服务革

新与建设，从而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与航运服务中心的融合

发展。

5.4 升级基础设施

引进先进技术手段与管理系统，完善码头物流信息服务

网络，提高装卸设备自动化水平，从而实现港口基础设施的升

级，提高集装箱运营效率；结合大数据，加快天津港信息化建

设，通过数据交换与共享的实现，打造新型“智慧港口”；通过

建设地面综合疏港廊道、地下独立疏港廊道等手段，实现港口

集疏运交通立体化，以缓解港城之间的交通矛盾。

5.5 丰富港口功能

结合港口用地容量、集疏运交通设施条件和港城功能空

间布局关系，选取部分岸线腾退港口工业、物流功能，转变为

航运服务、城市生活服务、绿化等，同时利用工业园区的空间

存量，承载航运服务中心培育和建设初期的航运服务企业，以

及海事人员的相关配套生活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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