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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其所在的区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处理好港口与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重视。南

通滨江临海，地理环境独特。南通的沿江与沿海港口发展水平不一，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

方面要依托新兴产业打造创新型经济领军城市，另一方面，家纺等传统产业在改造、创新、品牌营销的道

路上渐入佳境，但目前的此领域研究成果尚未结合南通产业转型的现状，也未把沿江沿海港口区别探讨，

因此本文将结合南通实际，对如何发挥沿江沿海港口物流具有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进

行深入分析。 

一、南通沿江沿海港口物流现状分析 

（一）南通沿江沿海港口物流现状 
南通位于中国经济发展最繁荣活跃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江苏唯一滨江临海的城市，南通实施“江海联

动、以港兴城”的重要发展战略，现已形成沿江如皋、天生、南通、任港、狼山、富民、江海、通海、启

海和沿海吕四、洋口、通州湾“一港十二区”的发展格局，是长江沿线战略物资主要中转港和区域性综合

运输体系枢纽核心，南通港已发展成为国家沿海主要港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1] 

南通共有自然岸线约 369km，由沿江和沿海两部分组成。围绕“做强沿江港口、做大沿海港口”的发

展目标，南通加快大型深水航道和码头建设，不断提升码头服务能力和靠泊等级。至 2015 年底，南通港

共建成码头泊位 274 个，其中生产性泊位 180 个，形成货物通过能力 1.59 亿吨、集装箱通过能力 42 万标

箱。2012-2015 年南通港货物吞吐量分别为 1.85 亿吨、2.05 亿吨、2.16 亿吨、2.1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分

别为 50.43 万标箱、60.06 万标箱、71.1 万标箱、75.9 万标箱，吞吐量稳步增长，并创历史新高。吞吐货物

以大宗散货为主，金属矿石、煤炭、矿建材料、石油及制品、粮食是五大主要货种，约占总吞吐量的 75%。

依托江海深水大港和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南通正加快建设成沟通南北和连接海内外的长三角北翼港口物

流中心。 

（二）存在的不足 
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需求相比，南通沿江沿海港口还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主

要体现在： 

（1）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突出 

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南通各港区开发建设实现了快速推进。但各港区分布在沿江、沿海 8 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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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由于相互之间产业布局存在相关性，加上财政利益分割，导致重复建设现象突出，港口开发层次较低、

规模小，极大的影响了南通港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沿海港口开发较为滞后 

表 1 所示为南通沿海与沿江港口生产

规模对比，表 2 所示为洋口港区与周边城市

港区规模对比，由此可见，南通沿海港口开

发目前还不成规模，距离“做大”的目标尚

远，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实际吞吐量，所占

份额均远远低于沿江港口，与周边城市也形

成了一定的差距。 

（3）沿江港口功能布局不尽合理 

由于公用功能零散分布，南通沿江港口

江海转运功能有待提升，在当前追求便捷、

快速的物流一体化、信息化时代，这无疑削

弱了自身竞争力。2015 年南通沿江港口铁

矿石转运量大幅落后于太仓港，究其原因，

正是太仓港通过与客户合资建设矿石码头，

进一步优化其港口功能布局，从而形成了主

动优势。沿江港口竞争力的削弱，导致近年

来南通港口地位逐渐后移，由 06 年的全国第 10 降到 15 年的第 14，呈现出下降趋势。  

（4）港口能力结构存在短板 

目前全球干散货运输主力船型中，6 万吨级以上巴拿马型和好望角型散货船运力占比已达 68%，而南

通港目前仅有 25 个 10 万吨级以上泊位，沿海港口航道甚至只能满足 10 万吨级船舶乘潮进出，不能适应

散货船舶的大型化趋势。此外，由于经营方式单一、通过能力不足等原因，集装箱运输逐渐落后，75.9 万

标箱的年吞吐量仅约为连云港的 1/7。因此南通港仍存在突出的能力结构性短板。 

（5）现代物流发展水平低下 

南通港口集疏运以长江水水中转为主，但各种运输方式疏港“最后一公里”问题较为突出，集疏运体

系亟待完善。港口服务功能仍以传统的仓储、装卸、转运为主，流通加工、商贸交易、信息服务等增值服

务刚起步，船代、货代、船舶供应等航运基础服务较薄弱，经纪、仲裁、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则基本空白。 

二、南通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分析 

（一）南通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南通经济稳步增长，2015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148.4 亿元，五县（市）全部进入全国工业百

强县行列，能源及装备、现代纺织、化工医药产值均超 2000 亿元。同时，南通已形成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智能装备、节能环保和海洋工程六大新兴产业，2015 年新兴产业产值达到 4552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3.1%；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6203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45%。目前，南通支柱产

业正由传统轻纺服装为主快速向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以中远川崎、振华港

机、林洋太阳能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了南通的优势产业。 

（二）南通产业结构优化布局 
为实现产业布局与主体功能定位一致，2013 年下发的《南通市重点产业布局指导意见》提出，南通要

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按点、轴、面构架，科学推进产业集聚。由此，南通将继续拓展沿海沿江

两条经济发展带，强化纵横两条经济带动轴。其中，沿海将重点发挥港口和土地资源优势，加快集聚能源、

石化、重装备、物流等产业，构建新型基础产业基地和海洋产业集聚区。沿江则重点推动产业高端化集聚

转型发展，提高岸线集约利用水平，引导大宗货物运输向沿海有序转移。这也意味着南通港需进一步提升

港口功能以应对城市产业布局的优化。 

表 1  南通沿海与沿江港口规模对比分析 

分类项目 沿海 沿江 

生产性泊位（个） 11 169 

货物通过能力 2063 万吨 1.38 亿吨 

万吨级以上泊位（个） 8 113 

5 万吨级以上泊位（个） 4 75 

2015 年货物吞吐量 1531 万吨 2.03 亿吨 

2015 年集装箱吞吐量 —— 75.9 万标箱 

表 2  洋口港区与周边港区规模对比分析 

考察项目 洋口港区 赣榆港区 射阳港区

开港时间（年） 2011 2012 2013 

码头能力（万吨） 1136 1130 452 

2015 年货物吞吐量（万吨） 547 1004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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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口物流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港口所在区域比内陆更能吸引先进技术和先进产业，率先接受国内外先进地区扩散来的资源、技术、

产品等，因此发展港口物流可以促进产业分工和产业链重整，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南通港口发展已带动了

船舶、海工、能源等产业快速集聚，港口前沿区域形成 9 个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和 8 个重点区镇。随着沿江

沿海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低层次产业必然会退出南通经济结构空间地域，同时又为新的创新产

业集聚腾出空间，从而使区域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三、南通沿江沿海港口物流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分析 

为助推城市产业优化发展，南通港要注重沿江沿海港口资源和功能统筹联动开发，按照现代化、国际

化的要求，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实现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具体路径如下： 

（一）依托城市规划加快港区搬迁整合 
目前，仍有部分老港区位于南通市中心城区，由于功能设施老化、布局狭窄零散，给管理工作带来不

便，货物进出亦给交通、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严重制约了城市中心地域发展。建议按照重点产业布局，结

合城市发展要求，加快推进南通港区、任港港区、狼山港区等中心城区段码头搬迁整合，为城市开发释放

岸线资源。集装箱运输可向通海港区转移，矿石、煤炭、钢铁等大宗散杂货运输向如皋港区转移，粮食、

水泥、化肥、农药及石油等向狼山港区转移。对岸线利用效率低、码头能力利用率低、资源使用综合效益

低的码头，如启海港区内已破产或效益较差船厂等，要加快推进并购整合。 

（二）实现港口扩容提升 
（1）加快沿海港口深水化建设 

为应对当前船舶大型化的发展趋势，沿海港口应以深水航道和深水码头建设为重点。其中，通州湾港

区需加快煤炭物流码头建设，实现具备 15 万吨级航道通航条件，逐步建成现代化综合性港区；洋口港区

应着力打造以 LNG、石化为主的现代化液化品公共物流港区，进一步提升港区货物通过能力；吕四港区则

应大力发展粮、油、糖及冷链运输，增加万吨级以上泊位和货物通过能力。 

（2）推进沿江港口转型升级 

沿江港口应围绕“做强”的目标，以集中化、规模化发展为导向，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其中，通海港

区应进一步增加泊位数和货物通过能力，高标准建设现代化集装箱公共港区。如皋港区要加快散货中转运

输功能开发，打造现代化散货中转港区，成为承接上海港及市区老港区散货运输功能转移的主阵地。 

（三）优化港口能力结构 
（1）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 

一是积极筹措货源。可与南通市域内集装箱货源生成较为密集的产业园区建立合作机制，通过设立公

路集装箱运输平台等形式，促进园区集装箱货源向南通港集聚。对周边地区，则适当设立营销中心，整合

码头、货代、船公司等资源，为客户设计和提供经济、高效的“门到门”全程集装箱运输服务，提高竞争

力。 

二是完善航线航班。结合货源需求，加强与大型航运公司合作，着力发展高密度、低成本的优势航线，

与上海、香港等国际知名集装箱干线港合作，实现航班无缝衔接，提升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 

（2）深入开展直达运输和多式联运 

针对不同的产业发展及货源需求，深入开展直达运输和多式联运。可将通州湾港区打造成大宗散货江

海直达运输集散基地，为长江经济带向东开放提供新的出海通道。洋口港区建设区域 LNG 资源配置中心，

加强中亚、西亚油气及南亚、中东海上进口 LNG 直达运输。如皋港区则大力发展外贸进口铁矿石、海进江

煤炭等大宗散货海运直达，承接上海港罗泾港区大宗散货江海联运转移。推动与长江中上游地区重点港口、

大型工业企业合作，提升发展大宗物资江海联运；加强与苏中、苏北水网地区码头、产业园区等对接，发

展海河、江河联运；面向周边地区，建立公路货运场站，开展公水联运。[2] 

（四）推进绿色智慧港口建设 
按照《江苏省绿色循环低碳港口建设实施意见（2016—2020 年）》，结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努力建设

绿色港口。不断完善港口节能减排统计监测体系，建立管理台账，加强基础管理工作，积极推进重点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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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项目建设，同时加大港口防尘控污投入力度，严格控制沿江、沿海码头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打造低碳

环保的绿色港口。 

智慧港口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要加快推进自动化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在港口的应用。通过 GIS

地图、视频监控平台，实现对港口资源高效化、可视化管理；建立港口企业电子信息数据库和港口危险货

物监管系统，实现对港口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有效预防事故发生；联合口岸联检相关单位及港口、航

运、银行等相关企业，协调加快港口 EDI 系统建设，打造港口综合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应用码头生产

智能调度系统，持续促进信息化与港口生产、服务、管理各环节全过程融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延伸物

流服务链。 

（五）提供港口供应链服务 
随着现代物流的深入发展，港口突破自身主业，向供应链两端延伸，提供全程服务，也是提升竞争优

势，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1）加强“源头”合作 

围绕矿石、煤炭等大宗散货运输，可增进与货源的直接对接，将港口设定为其远程仓储、转运基地，

同时开展电商平台业务，延伸矿石、煤炭贸易服务，借助贸易商资源在港口搭建贸易平台，吸引货源到港

运输，提升南通港在全程供应链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强与腹地主要钢厂、电厂等客户的互动和合作，引

导客户将南通港设定为货源转运基地，全程跟踪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 

（2）加快临港物流园区建设以拓展物流服务功能 

围绕沿江沿海各港口功能定位，加快布局和建设配套临港物流园区，并以此为依托，围绕主要货种，

拓展增值性物流功能，提供供应链服务。通州湾港区围绕矿石、煤炭、集装箱、钢材和建材等大宗商品物

流服务，应大力开发综合性物流园区，开展洗配煤初加工、配载配送、商贸交易等现代物流服务功能。洋

口港区以 LNG、石油等液化品为主，可发展液化品专业化物流基地，开发液化品商贸交易中心和 LNG 期

货交易平台，成为华东地区油气资源配置中心。吕四港区以矿石、棉花、粮油、糖等大宗散杂货物流服务

为主，要推进吕四港物流园区开发建设。通海港区围绕集装箱运输，需加快建设通海港区物流园区，拓展

拆装箱、配载配送等集装箱物流服务，培育集装箱集散联运中心，延伸集装箱现代物流服务。如皋港区则

围绕矿石、煤炭、化学品等大宗物资，加快建设综合性现代物流基地，培育货运物流中心、仓储加工中心、

城市便利中心、总部经济基地物流研发与培训等功能项目，发展大宗物资现代物流服务。[3]此外，应加强

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对接，加快船代、货代、船舶供应、船员管理、船舶管理等基础服务业集聚，培育发

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航运经纪、航运法律等高端服务业。 

 

参考文献： 
[1] 刘庆广．港口物流与南通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 水运工程，2012（9）：106-109. 

[2] 杨晓峰．李汝．徐光明．南通沿海前沿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研究[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5，（8）：11-16. 

[3] 罗永华．港口物流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分析[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2，（8）：13-16. 

 

 

Port Logistics Transformation with Upgrading and Urban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Taking Nantong as an Example 

LIU Xiao-lan 
（Business school, Jiangsu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Nantong Jiangsu 226007,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sent situation of port logistics in Nantong,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existing. It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path of port logistic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y combinng with the status of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relocation of the port area, realization of port expansion and promotion, optimization of capacity structure of port, building green smart ports, 
and providing supply cha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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