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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环境下辽宁港口物流与城市协同发展探讨

国内外港口物流与城市协同发展借鉴
腹地带动型发展的日本横滨港。横滨港是日本的一个

天然良港，地理条件优越。港口陆地占地面积约 7315.9 公

顷，其中临港区面积约 2863.8 公顷。2010 年港口的贸易

总额实现 10 万 3 千亿日元。日本横滨港的发展模式主要

是腹地带动型。由于横滨港距离日本首都东京和经济发展

速度较快的横滨很近，因此腹地经济的带动成为横滨港发

展的首要条件。通过与日本东京的频繁贸易活动。横滨港

与东京相互促进发展。横滨港不断强化港口的国际枢纽港

功能，不断完善和提升周边运输网络的建设，形成港城一

体化发展。

产业带动型的新加坡港。新加坡港是国际化港口之

一，其贸易量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地理位置优越，是世

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围绕该港口建立了约 250 家

船舶企业，通过这些企业，新加坡港与全世界 12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发往全世界各

个国家的贸易船只往复不断地进出港口。从模式上看，

新加坡是典型的产业带动模式。新加坡围绕港口建立工

业体系，划分工业区，以船舶制造、电子电器、石油化

工为核心的工业逐渐得到发展，并使该地区一跃成为工

业生产和国际贸易基地。

腹地依托型的上海港。上海港是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

港口，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重要的对外口岸，每年上海市

及周边地区外贸物资大部分通过上海港运往世界各个国家

和城市。2010 年上海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

一位，2015 年前 11 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提升 3.33% 至

3347 万箱。上海港的发展主要依托腹地带动。上海港物流

货源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主要有上海、浙江、江苏等周

边城市和地区，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文化、金融、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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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

从以上国外以及国内各个发展速度较快且规模较大的

港口来看，港口可以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港口

城市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城市的经济繁荣为港口

物流提供物流货源的支持，也从信息、金融、基础设施等

多方面为港口的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使港口物流在城市

对外贸易中健康稳步发展。这种促进与支撑可以通过港口

城市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前瞻性引导和规划实施，良性的

港城互动可以切实有效地对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推动，

使城市成为区域发展中心和经济核心，并能够在区域经济

中扮演核心角色。

“一带一路”环境下辽宁港口物流发展现状

和问题
（一）辽宁港口物流与所在城市发展现状

2015 年辽宁省紧紧围绕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

规划，提出加快三条大通道建设。一是加快建设以大连港

等为海上起点，过南海经印尼、辐射南太平洋区域和经白

令海峡到欧洲北极东北航道（辽海欧）的海上大通道；二

是重点建设以大连港、营口港为起点，连接辽鲁陆海甩挂

运输航线，经满洲里、俄罗斯到欧洲（辽满欧）的物流大

通道；三是积极争取建设以锦州港、丹东港为起点，至蒙

古国乔巴山的铁路出海通道，并最终到达欧洲（辽蒙欧）

的蒙古国出海大通道。

辽宁在“一带一路”中起到了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作

用。2014 年 9 月，中、蒙、俄三国共同达成协议，在协议

中首次提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概念，中蒙俄经济走廊将

成为中蒙俄经济连接的重要载体。我国与蒙古国经过磋商

决定，蒙古国商品出海口落户锦州港，辽宁各个港口将成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借鉴世界先进港口发展经验，并结合辽宁近几年的发展数据分析辽宁各个港口物流与城市协

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辽宁港口和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环境下如何更好协同发展的建议，以

期为辽宁港口物流与城市协同发展并融入国家战略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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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中坚力量，这种跨国的经济合

作不仅给港口带来发展优势，同时也为辽宁沿线城市发展

带来机会。

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中，辽宁具备转移优势产能产

业基础。由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资源较为丰富，能源、矿

产等领域将成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主要商品领域，

而这些领域恰恰给辽宁的城市与港口发展提供了契机。依

托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辽宁省形成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

补。“一带一路”为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带来了市场机

遇，同时也给各个城市带来发展机遇。海上丝绸之路经济

带为辽宁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和发展带来利好，辽宁可以借

助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依托自身原有装备制造

业发展优势，把城市与港口发展连接起来，积极与东盟 10

国、新加坡等地加强合作，开拓城市与港口发展空间，从

而使城市与港口的发展从一个地区拓展到周边国家，这种

发展趋势为辽宁城市与港口的协同发展起到了引领和带动

作用。

从港口对外贸易来看，近年来辽宁港口城市商品进出

口总额稳步提升。如表 1、表 2 所示，2010-2014 年辽宁

六大沿海主要港口进出口总额以每年约 10% 左右增速提

升，2015 年受到国际经济下滑影响，对外贸易有所下降。

如图 1 所示，辽宁主要港口城市进口贸易稳定增长，商品

出口额在经历了 2012、2013 两年的低速增长后，2014 年

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增长速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辽宁省随着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港口物流也随

之迅速增长，并体现出与城市对外贸易的同步性与协调性。

如图 2 所示，从 2009 年至 2015 年辽宁主要港口对外物流

情况发展平稳，甚至在 2015 年国际经济总体下滑的背景

下，辽宁各个主要港口贸易总量仍能够得到提升，说明辽

宁各个港口城市对外贸易下滑的暂时性。

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辽宁城市的发展与港口

物流的总量有着密切的关联，港口城市经济增长促进港口

物流总量的提升。反之，港口物流总量的稳步增长又给港

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流基础和对外贸易窗口。只

有通过港口物流与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

港口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从而也使港口的

发展迈向新的高度。

（二）辽宁港口物流与城市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首先是辽宁港口物流服务与区域经济协调不足，对外

交流亟待加强。从图 1 和图 2 来看，辽宁城市贸易与港口

物流虽然在宏观上保持同步增长，但在具体年份中却不相

协调，例如在 2015 年中港口城市经济下滑，而港口物流

却仍能增长，说明港口物流与城市经济不能完全协调。同

时，21	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辽宁各个地区的经济以及港

口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辽宁各区域性港口在发展

过程中只把发展视野局限在港口自身方面，而忽视与区域

经济及周边港口发展的协调性，必然会形成信息封闭、技

术落后和观念滞后的局面。

其次是辽宁省港口群总体规划滞后。从表 1 和表 2 来

看，大连港和营口港发展迅猛，而辽宁其他港口受其有益

影响较小，缺乏带动作用。近年来，辽宁省沿海各个城市

在“以港兴市”发展战略下，各地都全力打造本市和本地

区的港口优势，不断加大投资扩大港口规模，与周边港口

表 1   辽宁省主要港口城市商品进口总额情况   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16 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表 2   辽宁省主要港口城市商品出口总额情况   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16 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2015 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图 1   辽宁省港口城市商品进出口额变化情况   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16 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图 2   2008-2015 年辽宁省主要港口吞吐量   单位：万美元

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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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竞争。在港口群整体发展没有规划的情况下，由于腹

地资源是有限的，相互竞争势必导致各港口服务内容和服

务资源的重复和浪费。

第三是政策和规划方面，各个港口与城市发展相互孤

立。辽宁省沿海港口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之初受到条件的

局限，没有对港口与城市的协同发展进行全面筹划，港口

的发展规划多由港口企业自行制定，城市没有对其进行战

略性指导，造成港口发展与城市发展不够同步。与此同时，

各个城市港口设施重复建设，缺乏全面统一的规划和指导，

客观上形成了总体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局面。

辽宁港口物流与城市协同发展策略
港城规划与政策协同。在物流体系规划方面，港口与

城市要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城市及所在区域

的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对应港口的发展，港口物流的货源依

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及相关产业的支持，要实现港城协

调发展，首先要从系统的角度对物流体系规划进行统筹安

排，从规划的角度实现未来港口物流与城市协调发展。与

此同时，城市要根据区域特点帮助港口制定发展规划。辽

宁省各个港口城市要根据各自港口、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

因地制宜选择港城一体化建设策略，城市从宏观的角度对

港口未来的发展进行筹划与资源投入，使港口物流向有利

于促进城市经济的方向发展。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港口

与城市应该统筹安排，政策适度倾斜。如果要实现辽宁省

港口物流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政府主管部门要转变职能，

增强服务意识，从原有管理者角色转变为港口服务者角色。

要大力发展与港口物流相关的服务业、金融业、中介企业

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等港口服务机构，通过政府和城市各

个组织的共同努力，为港口物流企业提供优质、宽松的政

策发展环境，同时不能把不合时宜的政策强加给港口物流

企业，要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做好政策扶持、科学规划、

筹措资金、项目实施等工作。

城区发展与港口物流协同。在港口所在城市和地区发

展的同时要考虑其港口的未来发展，城市在土地资源供给、

金融服务、人才引进等方面也要为港口发展提供支持。此

外，在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政府要深刻认识环境污染

对港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要有效

防止水体污染，要注意港口周边的水体资源保护，严防重

污染企业在港区落户和发展。对于原有临港的重化企业要

有计划、步骤的进行搬迁和安置，从而防止这些企业对港

口物流的影响。同时，港口物流的发展也要与城市相关管

理部门进行充分协调与沟通。在不影响城市统一规划的前

提下谋求港口的发展利益，港口在腹地资源获取方面要依

据城市经济发展特色进行取舍，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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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秩序。正确处理好城市利益与港口利益关系，港

口在进行大项目建设时需要与城市发展协调一致，从而避

免引起发展中的矛盾，保证港口物流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结

合。

港口及临港产业发展协同。首先，要加强辽宁省港口

物流管理的顶层机构设计机制，促进港口物流与临港产业

间的发展协同。辽宁环渤海港口物流与临港产业在协同发

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主体。在这种

情况下，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对港口相关利益者进行宏观的

管理和微观协调，并在各个沿海港口所在城市建立统一协

调机构，通过政府管理部门作用对沿海港口及周边地区经

济发展进行总体布局。其次，在临港产业发展方面。各个

港口城市要注重产业发展差异化，同时也要符合港口物流

发展的规律，防止由于港口货源的同质化导致的港口之间

恶性竞争。从国内外港口发展来看，并不是所有港口都会

形成并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型商贸港。因此，辽宁省港口物

流与临港产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有所侧重，对于大连、营

口港来说，可以在建设时强调其产业服务的综合性和规模

性，但是对于一些区域性中小港口，临港产业要发挥其特

色性，把差异化发展作为港口发展的目标。

港口物流服务与宣传的协同。首先，在港口物流服务

方面，进一步强化辽宁各个港口物流服务意识，港口物流

企业要着眼于区域内部被服务企业，建立具有地方产业特

色和经济特色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措施，同时不断提高服务

意识和服务质量。在“一带一路”环境下提供对外贸易的

相关系列服务，如简化通关手续，完善一站式的物流服务

功能，政府也要在海关进出口管理等方面提供便捷的服务。

其次，在港口及城市宣传方面要进行有机整合。辽宁省在

打造城市品牌的同时注重港口的宣传与推广，辽宁港口在

港口服务方面要加强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资料以及多

种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提高辽宁沿海港

口在提供物流服务功能、海内外港口交流合作等多方面的

知名度，进一步把握辽宁沿海港口在“一带一路”中的发

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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