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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集装箱技术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港口体系的发展棳集装箱港口体系的理论模型重点解析

该技术对港口体系空间时序过程的影响机制暎基于相关研究进展的回顾与评述棳根据港口发

展的新现象与新机制棳综合 斎斸旟旛旚旇和 斘旓旚旚斿旘斺旓旓旐的理论模型棳介绍了集装箱港口体系的

新理论棳将其分为前集装箱化暍技术试验暍巩固集中化暍枢纽港中心化暍扩散化与离岸枢纽暍
港口区域化等六个时序阶段棳对各阶段的发展特征进行了刻画和解析棳并从枢纽港本地约束暍
集装箱航运模式暍物流资源整合暍内陆配送网络与干港暍政府宏观调控和港口建设市场化等

角度揭示了扩散化与离岸枢纽暍港口区域化两个 新阶段的发展机制暎并以长江三角洲作为

案例进行实证棳详细解析了长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棳重点是发展变化与内在

机理棳验证了本文的集装箱港口体系模型棳探讨了该区域可能面临的发展趋势暎
关 键 词椇斘旓旚旚斿斺旓旓旐模型椈离岸枢纽椈港口区域化椈长江三角洲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棸椄 棬棽棸棻棻棭棸棾灢棸棾椆椃灢棻棿

棻暋 引言

暋暋集装箱港是港口的一种专业化类型棳集装箱港口体系的研究是港口体系的延伸与内涵

提升暎棻椆椂棸年代以来棳港口体系理论不断发展棳体现了各时代港口发展的新特点和特殊

机制暎斠旓斺旈旑旙旓旑曾针对港口体系的空间范畴棳将其分为五个层次棳单体港口是基础的空

间体系棳集装箱港口体系属于区域层次棳着眼于时间维度的港口发展连续分期成为港口地

理学考察港口或港口体系演化规律的主要途径棳各分期的空间特征则是重点研究内容椲棻椵暎
棽棸世纪椂棸年代棳斅旈旘斾等着眼于历史视角提出 斄旑旟旔旓旘旚模型棳长期检验证明了该模型具有

较强的普适性椲棻棳棽椵暎部分学者开始分析区域性港口体系的演化理论棳斍旈旍斺斿旘旚和斢旚斸旑旍斿旟分

别提出了四阶段和六阶段模型棳斄旙旇旈旑将港口棴腹地关系分为三阶段椈但 典型的是 斣斸灢
斸旀旀斿的六阶段模型棳考察了港口体系的时序过程棳深刻影响了港口研究椲棾椵暎基于斣斸斸旀旀斿理

论棳部分学者继续深入分析棳斆旇旓旘旍斿旟等将其简约为四阶段模式椲棿椵棳随后 斠旈旐旐斿旘提出了

四阶段模型椲椵棳斅斸旊斿旘对其修正而形成五阶段模型椲椂椵暎集装箱运输是一场技术革新棳椂棸年

代中期以来棳世界港口逐步实施集装箱化棳为港口竞争暍港口等级和腹地扩张提供了新的

演化动力暎椃棸年代起棳部分学者开始分析集装箱港口体系棳斖斸旟斿旘等关注枢纽港和支线

港的分异椲椂棳椃椵棳椄棸年代末棳斎斸旟旛旚旇提出集装箱港口体系的五阶段模型棳成为近年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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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理论椲椄椵椈随后棳部分学者提出修正模型棳以反映部分区域的特殊特征椲椆暙棻棿椵椈近期以

斘旓旚旚斿旘斺旓旓旐模型为代表棳基于 斄旑旟旔旓旘旚模型棳结合港口新现象棳提出了六阶段模型椲棻 椵暎
中国学者在集装箱港口理论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暎椆棸年代始棳曹有挥介绍了 斎斸旟旛旚旇理

论椲棻椂椵棳随后又提出了集装箱港的发展模式椲棻椃椵暎
暋暋港口体系理论的演进反映了港口发展背景的不断变迁棳同时说明任何理论模式都是当

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棳具有历史局限性暎斣斸斸旀旀斿模型仅侧重了港口与腹地的联系棳忽

视了港口间的海上联系椈斠旈旐旐斿旘模型重视内陆联系的同时棳开始关注港口水上联系棳
斎斸旟旛旚旇模型重视了海向组织的空间机制椲椄椵棳弥补了 斣斸斸旀旀斿模型仅侧重陆向联系的不

足椲棾椵暎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棳新的港口现象不断产生棳斎斸旟旛旚旇理论及修正模型渐显

弊端棳 新的 斘旓旚旚斿斺旓旓旐理论融合了港口新现象棳关注了海陆向因素的综合作用棳但忽

视离岸枢纽对航线网络组织的影响及结果暎随着东亚暍地中海暍加勒比海等地区港口体制

的改革棳港航企业行为日益活跃棳港口发展的新特征不断涌现棳传统的港口体系理论模型

已难以解释这些现象并揭示其机制暎理论研究须具有超前性棳基于以上需求棳本文根据港

口体系的 新现象棳进行凝练和提升棳对 斎斸旟旛旚旇和 斘旓旚旚斿斺旓旓旐理论进行修正棳形成新的

集装箱港口体系理论棳解析港口发展的 新机制棳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棳充实港口体

系的演化理论棳为港口体系和枢纽港的建设提供科学指导暎
棽暋现代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模式

暋暋基于 斎斸旟旛旚旇和 斘旓旚旚斿旘斺旓旓旐理论棳本文结合港口发展的新现象棳认为集装箱港口体

系的发展形成六个阶段棳如图棻所示棳各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港口体系特征和发展机制暎
棽灡棻暋前集装箱化阶段

暋暋集装箱化前棳港口体系为传统技术应用阶段暎受腹地发展程度和通达水平的不同棳港

口体系已形成了不同增长的驱动力棳由此产生了等级结构棳但港口发展包括空间结构暍规

模组合暍集疏运和腹地组织已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暎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港口成为枢纽港棳
集中了港口体系的主要运量椈港口腹地的范围取决于商品类型暍交通网深入程度和陆运成

本棳虽动态变化但相对稳定椈仅少数海港有直接联系远洋港口的能力棳邻近小型海港及内

河港口间存在支线服务于沿海和内河运输棳内河港口通过连续衔接与大型港口联系棳中小

港口的远洋贸易通过枢纽港中转棳枢纽港几乎控制了港口体系的远洋贸易椈港口间已有交

通线进行连接暎但港口货物的处理效率低棳损坏过多棳传统技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棳技术

革新成为港口发展的内在需求暎
棽灡棽暋技术试验阶段

暋暋该阶段棳传统港口开始采用集装箱技术棳但因技术革新存在风险棳仅少数港口采用该

技术暎大型海港尤其枢纽港容易接触国际航运信息和投资新型设施建设棳且存在大量货运

需求棳这促使集装箱技术首先青睐这些海港尤其原枢纽港棳形成港口集装箱化的起点椈部

分中小海港因力图提高其地位而比大港更容易接受技术革新棳部分内河港或小型海港因自

然条件或区位优势而成为集装箱化的起始港暎此阶段集装箱港较少棳专业船舶很少棳试验

港口间形成集装箱航线棳开辟同主要国家或枢纽港的远洋航线棳但航班较少棳同时以港口

为核心的铁路暍公路和水运的多式联运开始试验暎这促使技术试验限于少数港口棳集装箱

运输集中在少数大港尤其枢纽港棳港口联系集中在本地市场棳腹地结构和港口结构未发生

明显变化棳但集装箱港口体系开始萌芽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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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的理论图式

斊旈旂灡棻暋斣旇斿旓旘斿旚旈斻斸旍旐旓斾斿斸斺旓旛旚斿旜旓旍旛旚旈旓旑旓旀斻旓旑旚斸旈旑斿旘旔旓旘旚旙旟旙旚斿旐
棽灡棾暋技术传播扩散阶段

暋暋随着试验的成功棳集装箱技术持续传播并扩散化棳更多的港口面临技术革新棳通过配

置专用设施而实现集装箱化暎越来越多的港口开展集装箱运输棳集装箱航线日益增多并渐

成网络棳航班密度提高并固定化棳港口体系的集中度有所下降暎连接主要港口尤其枢纽港

的多式联运或新型陆路交通线 棬如铁路专线棭深入发展棳腹地不断扩张棳港口间形成连续

的陆路交通联系棳这促使腹地组织发生改变棳距离较远的港口间形成直接竞争暎率先实施

集装箱化的少数港口集中了港口体系的主要吞吐量棳维持着集装箱航运的优势地位棳同时

中小港口向枢纽港的海上喂给系统初显端倪暎随着港口和腹地货物的集装箱化棳集装箱技

术重塑了传统港口体系棳原有的港口空间结构暍规模组合和腹地组织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棳
进入新一轮空间秩序的重组过程暎
棽灡棿暋枢纽港中心阶段

暋暋随着集装箱化的推进棳多数港口包括内河港实现了集装箱化棳少数港口因腹地狭小或

区位条件或专业化职能等原因而未能实现集装箱化暎随着集装箱港口数量和布局的稳定棳
规模经济开始发挥作用棳集装箱化对船舶暍 头和集疏系统的要求促使枢纽港的发展棳少

数港口集中了多数吞吐量棳同时集装箱运量和大型船舶向少数航线集中椈陆路运输系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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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改善棳连接枢纽港和主要腹地的运输通道开始发展棳枢纽港的腹地更为深入棳袭夺邻近

支线港的腹地暎这促使港口体系进入以枢纽港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棳枢纽港占绝对地位棳多

数中小型港口和枢纽港形成稳定的喂给联系棳因邻近枢纽港而具有相同区位的少数港口也

快速发展为干线港棳港口间形成职能结构和等级结构棳港口体系的集中度逐步提高椈港口

体系内形成竞争机制棳枢纽港间在远洋航线进行竞争棳小型港口间进行喂给运输的竞争棳
但因喂给联系的建立棳枢纽港和喂给港间难以形成竞争暎
棽灡 暋离岸枢纽与扩散化阶段

暋暋随着枢纽港吞吐量的持续膨胀棳其发展面临系列的瓶颈约束棳削弱了港口发展的动力

与效率及潜力棳其货箱及相关产业产生向周边地区转移的趋势暎枢纽港周边具有深水条件

的孤岛成为离岸港口棳两者间或狭小水域隔离或跨海大桥连通棳可形成竞争或合作关系暎
离岸枢纽布局在航线集中的节点棳设施技术远超过原枢纽港棳没有明显的陆上腹地但拥有

因喂给服务而形成的间接腹地棳港航企业为主要投资者椲棻椄椵暎离岸枢纽在初期主要转运和

分流原枢纽港的货箱 棬超过椄棸棩棭棳这导致港口体系形成离岸枢纽和扩散化阶段暎同时棳
沿海和内河港口的航线网络逐步变化棳从以原枢纽港为核心的喂给网络向以原枢纽港和离

岸枢纽并重甚至离岸枢纽为主的喂给网络发展棳离岸枢纽成为港口体系的转运基地和各种

航线箱流汇集并重组的枢纽暎这种现象在地中海暍加勒比海及东亚已得到验证棳如巴哈马

自由港暍萨拉拉暍马耳他等港口暎同时棳干线挂靠港继续发展棳规模不断提高棳并集中了

部分远洋航线暎该阶段体现了该模型与 斎斸旟旛旚旇模型的不同棳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时代背

景与区域环境所导致棳但已成为世界港口发展的普遍现象暎
棽灡椂暋区域化阶段

暋暋港口区域化阶段是 斎斸旟旛旚旇模型的延伸棳港口体系发展到第四阶段时棳枢纽港面临本

地约束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暎内地配送成为经济全球化和集装箱航运业的重要环节棳港口

发展不再局限于港区棳开始调整在物流链中的角色棳构建以港口为核心的国际贸易配送网

络暎港口竞争的核心从海岸向内陆转移棳内陆腹地形成多层级的物流配送中心棳而港口成

为国际贸易配送基地暎港口和内地配送系统的连接促使综合运输走廊和内陆干港的发展棳
许多配送节点成为内陆干港棳并以物流园区的形式发展棳物流节点的极化效应得到发挥棳
枢纽港和内陆干港间形成综合运输走廊暎枢纽港的腹地因运输走廊和内陆干港的发展而得

到扩张棳并进一步袭夺邻近甚至距离较远港口的腹地棳枢纽港的发展拓展到更广的空间棳
在邻近地区形成物流园区或自由贸易区棳并使其成为枢纽港的一部分棳以此维系其规模经

济椈中小型港口因连接到内陆配送网络棳其腹地也得到扩张暎同时棳离岸枢纽开始发展高

附加值物流服务棳并形成自由贸易区棳使其具备直接腹地以提供箱源棳离岸枢纽的中转比

例有所下降棳但离岸枢纽的发展并没有导致陆地枢纽港生产能力的闲置棳各类港口在集装

箱航运网络中承担不同职能暎内陆配送网络和枢纽港的进一步发展棳促使港口区域化阶段

的产生棳这已在美国东海岸已得到证实棳在长江三角洲渐显雏形暎
棾暋离岸枢纽与港口区域化的形成机制

暋暋对比 斎斸旟旛旚旇理论棳本文理论模式的差异在第五阶段的不同和第六阶段的追加棳有必

要解析对其产生机制暎
棾灡棻暋枢纽港发展形成本地约束

暋暋离岸枢纽的发展源于枢纽港的本地约束棳这在 斎斸旟旛旚旇理论的边缘挑战阶段中有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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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暎随着枢纽港运量的继续膨胀棳港口扩张的土地日益紧张棳劳动力成本较高棳集疏运系

统超载运营棳港口交通拥挤并对城市交通产生干扰棳环境制约和本地人对港口扩张的反对

日益增多暎而且棳集装箱船日益大型化棳 棸棸棸斣斉斦 以上暍吃水棴棻棾旐暙棴棻 旐 的超巴拿

马船已成为三大干线的主流船型棳椄棸棸棸斣斉斦 以上的船舶也日益增多棳对港口泊位和航道

的水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暎枢纽港为了维持规模经济棳被迫寻找拥有充足土地资源并远离

城市的深水港区棳以确保目前和未来的货箱发展暎枢纽港邻近的岛港或半岛的顶端地区往

往有充足的土地资源满足港口扩张棳拥有深水航道 棬自然水深多高于棴棻 旐棳如表棻所

示棭棳市场环境高度自由棳没有劳动组织 棬如工会棭和法规的强力约束棳劳动力成本低棳
并具有紧邻集中航线的区位优势棳港口货源以海上喂给为主棳 头企业可避免为区域交通

网提供通达性棳可避免穿越都市的陆路交通堵塞椲棻椄椵暎枢纽港和岛港 棬半岛顶端棭形成了

明显的 暟约束棴优势暠对比棳由此形成促生离岸枢纽阶段的产生暎
表棻暋主要离岸枢纽的水深和航运企业

斣斸斺灡棻暋斣旇斿旝斸旚斿旘斾斿旔旚旇斸旑斾旙旇旈旔旔斿旘旓旀旈旐旔旓旘旚斸旑旚旓旀旀旙旇旓旘斿旇旛斺旙
港口 国家 泊位水深棷旐 注释

阿尔赫拉西斯 西班牙 棻椂灡棸 马士基棷海陆

自由港 马耳他 棻灡 伟大联盟

焦亚陶罗 意大利 棻灡棸 意大利集装箱船公司暍马士基

卡利亚里 意大利 棻棿灡棸 意大利集装箱船公司暍欧洲门户

萨拉拉 阿曼 棻椂灡棸 马士基棷海陆

锡尼斯 葡萄牙 棻椃灡棸 新加坡港务集团

塔兰托 意大利 棻椂灡棸 长荣海运

塞的港 埃及 棻椂灡棸 欧洲联合 头公司棷马士基海陆

亚丁 也门 棻椂灡棸 新加坡港务集团

曼萨尼亚 巴拿马 棻棾灡棸 美国斢斢斄航海集团

自由港 巴哈马群岛 棻椂灡棸 和记黄埔

塞佩蒂巴 巴西 棻椄灡 斍斿旘旐斸旑旓旔斿旘斸旚旓旘
科伦坡 斯里兰卡 棻椂灡棸 铁行港口

丹戎帕勒帕斯 马来西亚 棻椂灡棸 马士基海陆

北九州岛 日本 棻灡棸 新加坡港务集团

棾灡棽暋集装箱航运网络模式发生转变

暋暋从航运的发展趋势看棳班轮业日益联盟化棳且集装箱船日益大型化棳航线组织干线网

络化暎枢纽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班轮公司的选择棳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和运营效率棳
班轮公司的航线网络开始多港挂靠向轴辐系统发展棳竭力减少港口挂靠数量棳仅挂靠少数

能满足箱源需求和挂靠技术的大型港口棳使少数港口成为枢纽港棳更多的港口沦为喂给

港棳不能满足棴棻 旐水深的港口将沦为支线港暎为此棳世界主要港口纷纷建设深水泊位棳
竞争全球干线网络中数量极少的枢纽港暎离岸枢纽虽没有明显腹地棳但具有邻近全球海运

网络主要咽喉的区位 棬如马六甲海峡暍地中海棭或具有与外海快速沟通的通达性棳接近海

洋贸易通道的战略区位棳通过使用连接近海班轮服务的离岸枢纽棳班轮公司可减少港口挂

靠数量暎航运网络模式发生转变棳对离岸枢纽阶段的发展和维系具有决定性作用暎
暋暋离岸枢纽因提供中转运输而改善航运网络的效率棳成为有效的竞争手段暎目前棳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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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枢纽的航运网络表现为三种模式棳如图棽所示暎棬棻棭轴辐式椇离岸枢纽位于相对封闭

海域的岛屿棳如加勒比海的圣胡安港暍地中海的马尔萨什洛克港棳处于中心区位而连通整

个区域棳通过轴辐网络连接远洋运输和短程喂给运输棳衔接全球性和区域性航运网络暎
棬棽棭中继式椇离岸枢纽位居半岛的顶端棳如新加坡港和阿尔赫拉西斯港棳地处航运网络的

瓶颈区位促使离岸枢纽连接不同距离的航运服务棳形成中继式的航运网络暎棬棾棭交织式椇
沿着相同海域的钟摆航线在离岸枢纽进行交织棳但服务于不同的挂靠港棳而离岸枢纽成为

这些航线的交界面暎离岸枢纽促使航运模式调整棳将近海喂给服务和远洋干线运输进行衔

接棳成为货箱重新配置的物流基地棳既满足了大型船舶的挂靠棳又满足了小型港口维持其

腹地稳定性棳通过近海班轮而成为离岸枢纽的喂给港棳提高了班轮公司的市场范围椲棻椄椵暎

图棽暋离岸枢纽的表现形态与航运网络模式

斊旈旂灡棽暋斢旔斸旚旈斸旍旔斸旚旚斿旘旑旓旀旓旀旀旙旇旓旘斿旇旛斺旙斸旑斾旓旘旂斸旑旈旡旈旑旂旐旓斾斿旙旓旀旙旇旈旔旔旈旑旂旘旓旛旚斿旙

棾灡棾暋现代物流资源整合

暋暋港口本身不是区域化的驱动者棳其动力来自物流资源的整合棳港口的成功取决于是否

能满足国际物流链的网络需求暎物流资源的整合成为港口区域化阶段的主导作用机制暎
棻椆椆棸年代以来棳全球物流资源进行整合棳港口不再仅是海运网络的节点棳而成为全球供

应链的重要环节棳尤其成为国际贸易配送的基地暎基于多式联运系统棳集装箱航运以港口

为核心进行资源整合棳包括 头暍班轮和运输暍仓储等各类物流资源棳降低物流系统的总

体成本暎尤其是班轮公司高度航运资源的整合棳兼并其他航运企业棳通过航线共享暍舱位

互租等协议形成航运联盟棳提高船舶利用率椈同时棳投资港口建设和经营 棬表棻棭棳发展

客户专用型 头棳实现港航合一棳并将资源整合的重点从海上转移到陆上棳整合公路暍铁

路暍仓储等物流企业暎由此棳超级承运人或综合物流服务商开始产生椲棻椆椵暎马士基在北美

经营卡车和铁路运输棳而且将业务拓展到俄罗斯暍中国和北欧棳目前积极拓展印度和拉美

市场棳同时在丹麦拥有集装箱制造厂椈而长荣航运在台湾和印尼拥有集装箱制造厂棳铁行

渣华和马士基在荷兰联合参与连接鹿特丹港的铁路运输椲棻椄椵暎在整合过程中棳围绕港口的

物流资源由分散而集中于少数综合性企业棳超级承运人的产生势必对港口物流业和港口与

腹地的关系及港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棳为港口区域化提供了前提暎
棾灡棿暋内陆配送网络化及对腹地的融合作用

暋暋港口和腹地的联系是港口发展的基础棳目前物流组织成为港口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

径暎航运联盟的海向合作实现了成本降低棳但内陆运输成本仍很高棳占物流成本的棿棸棩
暙椄棸棩棳这使港口尤其枢纽港关注内陆配送网络棳这点与 斎斸旟旛旚旇理论相反椲棻椆椵暎现代物流



暋棾期 王成金 等椇现代集装箱港口体系演进理论与实证 棿棸棾暋暋

链的变革促使内陆配送网络的产生棳通过港口衔接国际配送系统和全球生产网络棳由此促

进港口区域化暎内陆腹地形成多层级的物流配送中心棳部分节点成为干港棳而枢纽港和干

港间形成运输通道棳如巴尔的摩港和干港维吉尼亚每天都有铁路联系椲棻 椵棳而马士基在美

国和俄罗斯经营很多干港棳铁行渣华在英国经营内陆集装箱基地椲棻椄椵暎内陆干港成为远离

港口的货箱集散区或枢纽港的卫星城棳不仅服务于本地市场棳并服务于区域腹地棳成为配

送暍仓储暍运输暍维修等功能企业集聚的物流基地棳以此分减枢纽港的集散功能和本地约

束棳维系其规模经济暎如图棾所示棳内陆配送网络化和干港影响了集装箱流向与港口和腹

地的连接模式棳围绕港口形成核心暍中间及外围等联系程度的连续腹地模式向以港口为核

心暍以干港为辅助中心分别形成连续腹地并通过各级运输通过连接的空间模式进行转变棳
由此将港口连续腹地和非连续腹地相融合棳同时枢纽港通过内陆干港和运输通道侵入其他

港口的特殊腹地以形成孤岛型腹地暎内陆配送网络提高了港口尤其枢纽港的运营效率暍腹

地范围和货箱潜力棳并可能提高港口体系的集中化暎综合来看棳内陆配送网络化以及对港

口腹地的融合作用棳成为港口区域化阶段发展和维系的又一主导机制暎

图棾暋基于走廊与干港的内陆配送网络

斊旈旂灡棾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旑斿旚旝旓旘旊旙旓旀旚旘斸旑旙旔旓旘旚斻旓旘旘旈斾旓旘斸旑斾旈旑旍斸旑斾旚斿旘旐旈旑斸旍

暋暋随着物流资源的整合和内陆配送网络的发展棳物流链成为港口竞争的领域棳而物流园

区成为重要竞争手段暎如图棿所示棳港口在邻近区域发展物流园区棳以整合物流资源椲棻 椵暎
同时棳同港口连接的干港集中了物流资源和相关产业而形成物流园区棳内陆物流节点开始

园区化并不断繁盛棳 终形成区域极化效应暎此外沿交通走廊棳部分优势区位成为新的增

长极棳逐渐形成物流园区或产业园区棳而且部分企业基于供应链而围绕物流园区和交通走

廊形成特殊的配送网络暎部分大型物流园区开始分区化棳形成中小型物流园区暎以上物流

园区除提供传统物流服务棳还发展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或产业活动暎基于以上过程机制的

综合作用棳港口将其自身暍邻近和腹地的物流节点整合为物流网络棳形成物流增长极乃至

经济增长极棳促进了港口的区域化暎
棾灡 暋政府宏观调控和港口建设的市场化

暋暋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趋势同政策体制有重要关系暎斎斸旟旛旚旇理论建立于市场高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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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棿暋港口灢腹地的物流区位空间模型

斊旈旂灡棿暋斢旔斸旚旈斸旍旐旓斾斿旍旓旀旍旓旂旈旙旚旈斻旙旍旓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旔旓旘旚灢旇旈旑旚斿旘旍斸旑斾

由和没有政府管束的宏观环境棳他曾指出任何发展阶段都可能是新型港口体系的初期阶

段棳如果存在政府管制棳港口体系将产生转折暎随着航运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棳政府和港

口管理机构开始调整政策棳关注单一港口和港口体系的空间规划棳强调政府的宏观管制作

用棳同时加强 头建设的市场化棳国际 头企业或班轮公司成为港口的主要投资者或控股

人 棬表棻棭棳以充分利用 头设施椲棻椄椵棳而且设置自由贸易区或保税港暎集保税区暍出口加

工区暍物流园区于一体棳构筑港口与腹地相统一的自组织体系暎政府和港口管理机构通过

港口市场化或私有化重新界定了政府在港口的地位棳减少政府干预与影响棳通过调整 头

股东的进退间接影响港口发展棳其市场化程度决定了泊位设施的利用率重新配置的自由

性暎离岸枢纽和区域化促使港口从 暟地主型暠港口向自由贸易节点的转变棳而政府和港口

管理机构则努力成为公共设施提供者棳集中于多式联运系统的建设或改善棳并同其他交通

节点建立战略合作棳包括政策制定和资源共享等暎国际经验表明棳离岸枢纽竭力避免港口

机构和政府约束棳以强化港口适应或应变市场的能力棳而离岸枢纽和区域化阶段的自由贸

易区则是有力实证椲棻 椵暎焦亚陶罗港暍卡利亚里港和塔兰托港分别于棻椆椆 年暍棽棸棸棾年和

棽棸棸棻年开港棳泊位水深分别为棴棻棾灡 旐暙棴棻椃旐暍棴棻椂旐暍棴棻棿灡棾旐暙棴棻椂旐棳为港口管

理机构所拥有棳但 头设施均为私人投资棳其他设施均为公共投资棳前两者长期租给意大

利集装箱公司经营棳第三者租给长荣海运经营椂棸年暎政府宏观调控和港口建设市场化对

离岸枢纽阶段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棳但进入区域化阶段后棳其作用不断减弱暎
棿暋长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的实证

暋暋前文仅对港口体系演化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构筑和特征解析棳但未进行实证暎本文选取

长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进行实证棳港口包括上海暍宁波暍舟山暍杭州暍芜湖暍马鞍

山暍南京暍扬州暍镇江暍张家港暍江阴暍常熟暍太仓暍南通暍常州暍泰州暍嘉兴暍湖州暍
铜陵暍安庆暍池州暍乍浦暍海门和高港等暎各时期长江三角洲港口的吞吐量如图 所示暎
棿灡棻暋集装箱化前期与技术试验阶段

暋暋我国集装箱运输技术的发展始于棽棸世纪 棸年代中期棳 棸暙椃棸年代中期处于铁路集

装箱技术的试验阶段暎长江三角洲是重要的区域性港口体系棳由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共同

组成暎椃棸年代中期之前棳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处于集装箱化前期棳时间跨度长暎图 中

棻椆椃棽年图基本反映了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在集装箱化前的空间格局暎居江海联运区位的

上海是首位港和枢纽港棳货物吞吐量占港口体系总量的椃棽灡棻棩棳有很高的集中度椈其次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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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有较高的吞吐量棳占港口体系总量的棻棾灡椂棩椈再次是芜湖港棳吞吐量占港口体系

的椂灡 棩椈南通暍安庆暍铜陵暍镇江暍池州暍马鞍山暍江阴暍高港等港口只有较低的吞吐

量暎这种港口体系结构的形成与各港口的腹地范围相关棳而且以上港口间已有交通线连

接棳包括铁路 棬包括京沪暍宁芜暍沪杭等线棭和国省道棳连通不同的腹地范围暎这种空间

格局符合理论模型的前集装箱化特征暎遗憾的是沿海港口除上海港外棳其他港口尚未起

步暎原因有二椇第一棳长江口门以北岸线主要是淤泥质海岸棳港口建设的自然条件较差棳
致使江苏沿海港口仅有连云港棳数量极少椈第二棳时处计划经济时期棳海外贸易较少棳这

致使浙北海港发展缓慢棳宁波暍舟山暍乍浦暍嘉兴等港口尚未起步暎

图 暋长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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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长江三角洲港口的集装箱化始于上世纪椃棸年代初暎棻椆椃棽年上海港开展了至大连港的

集装箱试验运输棳随后向南通港延伸棳这是长江三角洲 早的集装箱运输椈随后棳棻椆椃棿
年上海港利用外国杂货班轮开展棽棸旚集装箱的试验运输棳抵达北美港口暎棻椆椃棾暙棻椆椃 年棽
月底期间棳共完成了椄椆航次暍棽棿椆椆箱货物棳该时期主要是国内标准的集装箱技术试验暎
国际标准的集装箱技术试验始于椃棸年代中期暎棻椆椃椃年上海港从日本进口了大小叉车和拖

挂车棳形成了 初的国际集装箱装卸能力棳意味着长江三角洲港口集装箱化的正式启动椈
棻椆椃椄年中日和中澳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由上海港开辟棳采用杂货班轮捎带国际集装箱椈
棻椆椃椄年国轮国际集装箱运量完成棻椄棸棸斣斉斦棳上海暍天津暍青岛港完成棻灡椄万斣斉斦棳港口

集装箱化为棻灡椃棩暎棻椆椃棽暙棻椆椃椄年棳长江三角洲处于集装箱技术试验阶段棳试验港口主要

是上海暍南通及南京等暎从棻椆椃棽年货物吞吐量看棳这些港口是长江三角洲的优势港口棳
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或区位优势棳这验证了 斎斸旟旛旚旇关于集装箱技术首先青睐大型港口或

枢纽港的论点暎其中棳上海港居江海联运区位和南北海运中枢棳是我国 大的外贸港口棳



棿棸椂暋暋 地暋暋理暋暋研暋暋究 棾棸卷

棻椆椃棽年外贸货物占港口吞吐量的棽棽棩椈而南京是大型内河港棳南通港规模虽小但邻近首

位港棳区位优势突出暎该期间棳长江三角洲仅有少数港口进行集装箱技术的试验棳货箱装

卸依赖于传统杂件泊位棳专用性泊位暍设施和船舶极少棳吞吐量尚未形成规模棳国内航线

初步构建棳国际航线甚少棳铁水联运开始起步棳集装箱技术对港口体系的影响较小暎
棿灡棽暋技术传播扩散阶段

暋暋椃棸年代末开始棳长江三角洲完成了集装箱技术的试验棳进入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轨道暎
椄棸年代以来棳改革开放促进了长江三角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棳适箱货物在外贸产品结构

中的比重日趋上升棳这为长江三角洲港口提供了充足箱源暎基于这种背景棳长江三角洲集

装箱港口逐步发展棳具备了技术传播和扩散阶段的特征棳表现为椇技术不断传播并扩散

化棳港口数量增加棳吞吐量增多棳航线持续增多棳航运网络逐步形成暎棻椆椃椄暙棻椆椄棾年棳
仅有上海进行持续的国际集装箱运输棳其他港口均未能持续进行暎棻椆椄棸年由上海港出发

的中美航线开辟棳同时陆续开辟了中日暍中欧暍中西非等全集装箱船航线暎棻椆椄棾年开辟

了大连暘上海暘南通的集装箱江海联运航线棳上海港的吞吐量已达椄万 斣斉斦暎上海港的

成功吸引了其他港口棳陆续采用国际集装箱技术进行港口改造暎棻椆椄棾年张家港开始接卸

国际集装箱棳并开辟了长江暘香港航线棳棻椆椄棿年南通暍南京等港口接卸国际货箱暎其中

张家港吞吐量增长较快棳棻椆椄椂年达棾灡棾万 斣斉斦暎棻椆椄棿年上海暘武汉长江集装箱航线运

营棳截止该年份棳我国集装箱航线已达棽棸条暎棻椆椄椄年宁波和海门港开始开展国际集装箱

运输棳棻椆椆棸年安庆暍镇江暍舟山暍芜湖等港开展棳棻椆椆棿年江阴港暍棻椆椆 年高港暍棻椆椆椂年

泰州和扬州暍棻椆椆椃年乍浦暍棻椆椆椄年常熟暍棻椆椆椆年射阳等先后开展国际集装箱运输棳棽棸棸棸
年常州暍杭州暍马鞍山暍太仓等港口开展集装箱运输暎棽棸棸棸年棳约椄 棩的长江三角洲港

口已实现国际标准的集装箱化棳吞吐量集中在上海港棳约占港口体系吞吐量的椃棸暙椄棸棩暎
棽棸棸棸年达 椂棻万斣斉斦棳港口体系为椃棽 万斣斉斦棳但与试验阶段的绝对垄断地位相比棳比

重有所下降暎根据曹有挥的研究棳南通暍镇江向上海港的喂给量占各港吞吐量的棽棸棩以

上棳张家港和南京的喂给量达棻棸棩左右棳这说明次级港口向枢纽港提供货源的喂给系统

初步发育椈围绕主要港口的新型交通线形成棳如沪宁暍沪杭等高速公路棳连通腹地的快速

集疏运系统开始发展暎同时棳上海港以香港和日本近洋航线为主导流向棳加强同北美暍澳

洲和日本的远洋联系棳沿江各港口在香港暍日本等近洋航线上吞吐量的分布比例均大于

棸棩暎在该阶段棳集装箱技术已对港口体系产生了明显且整体性的影响暎

图椂暋长江流域与长江三角洲集装箱化进程

斊旈旂灡椂暋斆旓旑旚斸旈旑斿旘旈旡斸旚旈旓旑旔旘旓斻斿旙旙旓旀
斮斸旑旂旚旡斿斠旈旜斿旘旜斸旍旍斿旟

棿灡棾暋枢纽港中心阶段

暋暋椆棸年代末开始棳长江三角洲进入枢纽

港中心阶段暎这表现为几方面暎 棬棻棭港口

体系的基尼系数达到 高 棬图椂棭棳集装箱

港口的数量趋于相对稳定棳维持在棽棸个左

右暎期间有些新港跻入而部分港口退出棳
反映了港口集装箱化是不断淘汰的过程暎
棬棽棭枢纽港的吞吐量占有较高比重暎经历

试验阶段的集中化后棳因技术传播和港口

新增而其比重有所下降棳但随后港口数量

稳定和枢纽港优势发挥又促使其比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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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并达 高值棳即椄棸棩左右椈椆棸年代中期棳中国政府提出了把上海港建成国际航运中

心的战略部署棳加快枢纽港建设棳促使其吞吐量快速增长棳棽棸棸棿达棻棿 万 斣斉斦棳居世

界第三椈集装箱航线航班众多棳棽棸棸棾年上海港集装箱航班达棻棿椆棿班棷月棳其中远洋航线

达棽椃椆班棷月棳近洋航线达棿棻椂班棷月暎棬棾棭部分邻近港口呈快速发展态势暎以宁波港为代

表棳其增幅高于棾棸棩以上棳连续居全国之首棳棽棸棸棿年航线棻棻 条棳其中远洋干线 棾条棳
航班 高 棸棸班棷月棳对上海港构成了一定的竞争椈多数港口呈现相对衰退的趋势棳南通暍
南京暍芜湖等港口吞吐量的增速呈现波动但总体下降的趋势棳相互间形成喂给竞争暎棬棿棭
喂给系统逐步完善棳枢纽港的腹地不断扩张暎该阶段棳长江三角洲形成以上海为枢纽港的

多层次箱源喂给系统棳上海港的枢纽地位得到强化椈高速公路网的完善暍长江航道的疏竣

和铁路五定班列的开通棳将上海港的腹地从上海暍苏南和浙北拓展到浙南暍苏北暍安徽暍
江西及湖北暍湖南和四川等棳长江流域供给上海港的货箱占吞吐量的棻棷椂棳上海港外贸货

图椃暋长江流域的集装箱流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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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除本地箱源外棳约椆棸棩来自长江流

域棳内贸箱源近椂棸棩分布在长江流域

棬图椃棭暎同时棳上海港为保证西南箱

源而参股重庆港棿棸棩棳为吸引中部箱

源而参股武汉港 棩棳同时参股南京

龙潭港棽 棩棳并与芜湖港合作棳构筑

四大箱源基地棳并辅以长沙暍芜湖暍
南通暍扬州等港口棳成为长江流域国

际货箱的转运基地棳形成从长江上游

到下游的支线网络与喂给港群暎
棿灡棿暋离岸枢纽阶段与区域化阶段

暋暋随着吞吐量的持续增长棳上海港

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系列瓶颈棳其中船舶大型化促使深水泊位成为重大约束暎上海港的长江

口航道为棴椆旐棳黄浦江水深为棴椄旐棳杭州湾航道水深棴椃暙棴椄旐棳航道水深影响了干线

船舶的挂靠棳须将大量货箱到釜山等港口中转棳致使上海港同境外周边枢纽港的竞争力较

弱棳并长期沦为航运支线的挂靠港暎同时棳上海港面临邻近干线港宁波的挑战棳并面临土

地供给暍交通拥挤等约束暎斎斸旟旛旚旇理论的假设之一是自由的市场环境棳没有政府干预棳
不存在国家或区域尺度的港口规划暎在中国棳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有很高的控制权力棳港

口要在国家规划的引导下有序建设暎这促使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在棽棸棸 年完成第四阶段棳
进入离岸枢纽与扩散化阶段暎基于国家利益的深水港建设成为该港口体系快速演变的主要

动因棳为了支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并参与全球竞争棳中国政府 终选择在洋山岛建

设深水港暎虽然中国政府把洋山港作为上海港的一个港区棳但两个港口距离表明两者作为

两个港口比较合适暎棻椆椆 年洋山港开展论证工作棳棽棸棸棽年开工建设棳距离上海芦潮港

棾棽旊旐棳距离国际远洋航道棻棸棿旊旐棳深水岸线长棽棸旊旐棳平均水深为棴棻 旐 以上棳可布置

棸多个深水泊位棳停靠第五暍六代集装箱船棳并兼顾椄棸棸棸斣斉斦 的船舶靠泊暎根据规划棳
洋山港分四期建设棳棽棸棽棸年形成棻棾棿棸万 斣斉斦 的吞吐能力棳远景达棽棸棸万 斣斉斦椈棽棸棸椄
年一暍二和三期第一阶段工程均已完成棳形成棻椂个集装箱泊位棳能力超过椆棾棸万 斣斉斦暎
棽棸棸 年棻棽月洋山港开港棳吞吐量增长迅速棳棽棸棸椆年达椄棸万 斣斉斦暎
暋暋洋山港成为离岸枢纽棳缓解了上海港的深水泊位暍土地供给等约束棳没有明显的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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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棳主要依靠其他港口的喂给棳以中转运输为主棳分流了上海港的货箱暎航运企业开始

调整航线网络棳以洋山港为枢纽连接邻近中小型港口的喂给支线棳目前已将欧洲和南美航

线自上海港的外高桥港区转移至洋山港暎棽棸棸椆年远洋航线有椆条棳有棽椄家船公司与洋山

港建立航线挂靠棳包括北美暍欧洲暍南美航线及部分非洲和地中海航线棳航班达椂椆个棷
周棳靠泊集装箱船棽棸棸棸棸艘次棷年暎其中干线船占棻棷棾椈国际中转比例为 灡椃棩棳水水中转

比例为棿棸灡棻棩棳棽椂家船公司共椂棽艘船从事支线运输棳承担洋山港到长江港口暍沿海港口

及高桥港区等棻椃条航线的集装箱运输棳每天有棽棿艘次进出暎洋山港吞吐量的棾棿灡 棩由

支线运输提供喂给椈尤其洋山港和高桥港区间形成 暟穿梭巴士暠棳投入棻棾艘船舶棳每天航

行棿暙 艘次棳每天运量为棻棸棸棸斣斉斦暎该时期棳重要特征是原枢纽港暍离岸枢纽和干线港

及喂给港的共同发展棳同时港口体系呈现扩散化趋势棳不仅表现为港口体系内的货箱倾向

于扩散化棳并表现为原枢纽港的货箱流向离岸枢纽椈棽棸棸椆年上海港的吞吐量为棻椂棸万

斣斉斦棳洋山港为椄棸万 斣斉斦棳而干线港宁波港为棻棸棿棽灡棾万 斣斉斦椈洋山港占上海港的比

重明显上升棳棽棸棸椂年为棻棾灡椄棩棳棽棸棸椆年升至棾棿棩椈宁波港与上海原枢纽港的差距也日益

缩小棳棽棸棸椂年为棻棽椄椄万 斣斉斦棳棽棸棸椆年缩为椂棸椃灡椃万 斣斉斦暎
暋暋随着现代物流体系和深水港的发展棳长江三角洲渐显港口区域化的前期特征暎第一棳
长江三角洲各地区相继出台了现代物流规划棳物流园区成为建设的重点椈其中棳上海规划

建设棿个重点物流园区暍棿个物流基地及若干专用物流节点棳苏州规划了棻棸个物流园区棳
无锡也规划了许多物流园区棳苏锡常地区成为物流园区的重点布局地域暎同时棳上海陆续

开通了至南京暍成都暍绵阳暍合肥暍蚌埠暍长沙暍西安暍郑州暍重庆暍义乌暍南京暍温

州暍宁波暍南昌暍昆明暍温州暍株洲暍宜春等城市的集装箱五定班列棳但运量主要来自长

江流域棳占海铁海运量的椆 棩以上椈部分腹地形成集装箱联运中心棳船公司暍货代和货

主开始进入棳船公司有中远暍东方海外暍中外运暍美国总统暍韩进暍铁行渣华等暎但目前

这些物流园区处于规划和起步阶段棳多数尚未成为内陆干港棳但仍透视出港口竞争向内陆

腹地的延伸暎第二棳棽棸棸 年中国政府将洋山港列为第一个保税港棳由小洋山港区暍东海

大桥和相连接的陆上特定区域组成棳将港区暍保税区暍出口加工区 暟三区合一暠棳发展国

际中转暍配送暍采购暍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物流功能棳对入驻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棳棽棸棸
年棻棽月正式启用棳棽棸棸椃年 月马士基暍达飞等在内的棿棿家知名企业陆续进驻棳同时新

加坡斆斪斣仓储物流暍飞利浦物流服务中心等众多物流仓储企业进入棳洋山港逐步发展高

附加值物流服务棳并形成了自由贸易区棳使其具备了直接腹地以提供货箱暎第三棳港口间

的关系开始重组棳有利于港口间形成区域化的运营市场棳包括两方面棳一是太仓港暍常

熟暍张家港进行了整合形成统一的苏州港椈二是航运企业暍 头企业对港口的投资以及港

口间的股份购买或控股棳强化了港口间的协调发展暎内陆物流园区暍集装箱班列和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促使长江三角洲向港口区域化阶段发展暎
暋结论与讨论

暋暋随着东亚暍地中海暍加勒比海等港口发展新现象与新机制的涌现棳传统的港口体系理

论难以提供解释暎作者基于 斎斸旟旛旚旇的经典理论棳选择性追加了 斘旓旚旚斿斺旓旓旐理论棳形成了

新的集装箱港口体系理论模型棳认为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椇前集装箱化暍技术试

验暍技术传播扩散暍枢纽港中心化暍离岸枢纽与扩散化暍区域化等阶段暎各阶段具有不同

的港口体系特征和发展机制棳第五和第六阶段反映了集装箱港口体系的 新发展机制与规



暋棾期 王成金 等椇现代集装箱港口体系演进理论与实证 棿棸椆暋暋

律暎在离岸枢纽和扩散化阶段棳吞吐量的分流成为宏观趋势棳而枢纽港邻近的离岸港成为

新的枢纽港椈在区域化阶段棳枢纽港与内陆腹地形成综合物流网络棳邻近地区形成物流基

地棳离岸枢纽由转运基地向产业基地转变暎研究表明棳枢纽港的本地约束暍集装箱航运模

式转变暍现代物流资源整合暍内陆配送网络与干港对腹地的作用暍政府宏观调控和港口建

设市场化等新机制促进了扩散化与离岸枢纽暍区域化两个新阶段的形成棳补充了集装箱港

口体系的连续历史分期暎长江三角洲是该港口体系理论模型的典型案例地区棳棽棸世纪椃棸
年代前处于集装箱化前期棳椃棸年代初至椃棸年代末处于集装箱技术试验阶段棳椃棸年代末至

椆棸年代末处于技术传播与集中化阶段棳椆棸年代末至棽棸棸 年为中心枢纽港阶段棳棽棸棸 年

洋山港开港标志着长江三角洲进入离岸枢纽阶段暎
暋暋枢纽港的发展对区域港口体系的演进轨迹有引领作用暎随着洋山港的发展棳长江三角

洲港口体系进入离岸枢纽阶段暎目前迹象又表明开始具备区域化阶段的某些特征棳但该阶

段的形成仍需要一定时间棳尤其依赖于长江三角洲物流园区的集聚化暍分区化和长江流域

内陆干港与配送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暎洋山港的建设将促使中国和东亚的港口体系进行重

组棳长江流域港口与枢纽港的喂给网络将进一步调整并趋于完善暎重构上海暍洋山和宁波

等主要港口发展的空间秩序棳同时加快东亚枢纽港的关系调整棳近期内可能对釜山暍神户

等港口产生影响棳远期可能影响到亚洲乃至全球港口体系的空间格局暎但需指出的是棳任

何港口体系理论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棳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港口管理

体制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棳港口发展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棳由此产生更多的发展新

机制和新现象棳需要新的港口体系理论以提供科学解释或刻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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