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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运业的重要地位及发展趋势 

海洋交通运输是国家整个交通运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连续性强、费用低的优点。公元前古

罗马的一些运货船只害怕海盗袭击不敢出海，当时的古罗马最高统帅庞培对船长们说：“航海是必不可少

的，而生命可以置之度外。”作为经济学家的德国铁路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海有着超乎常人的认

识，他说：“谁与大海没有关系，谁就缺乏许多东西，他也只能是一个被上帝所厌弃的人……”这表明了

他的经济观点，即海洋交通运输在经济建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宏观上看，海洋交通运输对一个国家的

经济走向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意义远远超过其承载的货运数量及价值。据有关资料表明，通过海

洋交通运输，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关系，其中包括从发达国家进口

了国家发展所需的技术设备，从一些国家进口了大量的粮食、铁矿石、木材、金属和非金属矿石等资源和

资源型产品。与此同时，依靠海洋运输，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原油、矿产品、纺织品、农产品和机械等。可

以说，海洋交通运输是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的“伟大桥梁”。 

海洋交通运输业离不开海港和运输船队，而海港又是发展海洋运输的重要依托。目前，全世界80多个

国家和地区有海港9800多个，吞吐量大于l00万吨的共有500多个，世界上主要海运贸易港口有3157个，其

中，我国有88个(包括台湾省)。这些海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推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据世界海运界计

算，世界海港货物吞吐量2000年可达到l00亿吨。同时，海底隧道、海上桥梁、海上机场也成为发展海洋

交通运输有力的依托。目前，全世界共有30多个海上机场，有200多条水下隧道，有大型海上桥梁10余

座，其中较著名的有日本的长崎海上机场，连接英法的欧洲隧道，日本的青函隧道，美国的金门桥等。 

海港不仅是一个国家海洋交通运输的枢纽，而且对于振兴经济特别是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着重要的作

用。欧美不少国家的工业向沿海移动，形成了“临海工业发展区”，尤其是许多以进口原料生产出口产品

的工业，纷纷在海港附近建设。这是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工业更依赖于海运，使港口兼有了运输和工

业的双重功能。据了解，目前世界上许多著名港口大多建有工业区和工业专用码头，集储存保管、集散、

加工、成交和转口于一体，法国马赛港福斯工业区占地面积达2万公顷，美国有些港口自己经营加工区。 

海港建设被重视的同时，世界海运船只也逐步发展壮大。据劳氏船级社的统计，到l982年6月30日，

全世界共有100总吨以上的机动商船75151艘，共70198万载重吨。1981年世界海运费用为l 201亿美元，

完成海运量35亿吨；1990年世界海运量达38．77亿吨，预计到2000年可达55亿吨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港口建设和海运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建国初

期的6个主要港口，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282个港口，其中万吨级港口406个，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完成8．5152亿吨。全国从事沿海运输的船队有1300多家，运力1080万吨。目前，由港口带动起来的“港

口产业带、产业群”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l996年全国海洋运输业总产值达到540．6亿

元，占当年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8．9％，以港口为中心形成的港口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二、实施国家海洋大通道建设工程的重要意义 

对于一个改革开放成绩斐然的经济大国来说，我国的港口建设以及海运业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特

别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海运业仍是国民经济的短线和瓶颈产业。我国海岸线长，港口少，小港多，

大港少，现有港口布局也不尽合理等。在世界年吞吐量亿吨以上的十大港口中，我国仅有l个，而日本有4

个。新加坡之所以能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港口产业的兴起与

发展，其国民经济的80％与港口产业有关。荷兰的鹿特丹港更是世界闻名的大港，荷兰因此成为以港兴国

的典型代表。关于港口建设，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在中国沿海建设

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南方大港，发展海洋运输，振兴中华的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正日益走向世界，建设海洋大通道工程，架设中国通向世界各大洲的

海洋黄金大通道，其意义重大。     

首先，建设海洋大通道工程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快速走向世界的需要。中国全方位开

放，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离不开海港和运输船队。建设海洋大通道工程，一方面可以加速同世界各国的



经济贸易往来与交流，发展国际贸易与合作；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港口的职能作用，形成以港口为中心的

“工业园区”、“工业地带”和“港口产业带”，以港口为核心辐射四周，带动海洋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 

其次，我国建设海洋大通道工程的时机与条件均已具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利用沿海的区位优

势，建立起若干不同层次的开放开发区，包括l4个沿海开放城市、5个经济特区及经济技术开放开发区、

保税区等，初步形成了沿海以港口为中心的经济区和城镇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力度的加大，新兴港

口不断增加，老港口不断扩建、改造，一个海岸带港口群正初具规模，为建设国家海洋大通道工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只要决策对头、保障措施有力，中国完全有条件将孙中山先生和几代中国人建设海洋大通道

的梦想变成现实。 

三、建设国家海洋大通道工程的目标与举措     

1．任务目标 

到21世纪中叶，我国要在32000千米海岸线(含岛岸线)上建设成11大港口产业群、经济带，届时有5处

骨干港群进人世界国际级大港前l0名，使我国成为世界港口海运业的金牌得主。   

2．布局设想 

充分利用我国500多千米长的基岩海岸和面积大于l0平方千米以上的海湾以及长度大于100千米的人海

河口湾，对中级以上的海湾泊位港址进行综合布局，建设11大骨干港口群。具体为：①以上海为龙头的长

江流域港口群；②以天津为龙头的渤海港口群；③以大连为龙头的辽东半岛港口群；④以青岛为龙头的山

东半岛港口群；⑤以连云港、日照为龙头的亚欧大陆桥桥头堡港口群；⑥以宁波为龙头的浙东港口群；⑦

以厦门为龙头的闽南三角区港口群；⑧以香港、广州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港口群；⑨以北海为龙头的西南

沿海港口群；⑩以海口为龙头的海南岛港口群；⑩以基隆、高雄为龙头的台湾岛港口群。 

3．政策举措 

(1)确立建设海洋大通道工程的战略地位，将其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国家采取扶持政策，建设国际

级骨干大港，并把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厦门、广州、湛江、香港、北海、

海口、基隆建成国际级的东方大港，使这些港口真正成为一颗颗镶嵌在中国海岸线上的璀璨“明珠”，各

放异彩，交相辉映。 

(2)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港口群、海运船队发展规划，使各港口群尽显自己的优势。要确立港口群的双

重职能。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外向型产业，加速同世界各国的往来，进口原料、材料，大力出口产品，形成

群体合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要发挥港口群的辐射作用，带动港口周边区域的相关产业的发

展，使其形成一个科技力量雄厚、资金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并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港口产业带迈

进。 

(3)建设与对外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海运船队。要调整船舶运输结构，优先发展集装箱运输和客货滚

装运输，提高综合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快船舶更新改造，逐步淘汰老船、旧船，购置建造性能好、耗

能低、效率高的新船，不断提高运输船队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船队管理和运输调度，搞好对国际航运市

场的调研和预测，建立货运信息网点，合理配置运力，努力减少空驶和亏损航次，提高船舶载重利用率，

降低运输成本，增强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4)以全国重点开放港口为基点，大力开发建设我国南北海上通道，形成江海联运、水陆联运的国内联

运网络。要充分利用世界大洋航线，巩固和发展与我国沿海港口的海运联合，要大力开发新航线，形成内

接腹地、外连五洲的全球海运网。 

 

   (参考文献略，l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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