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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对外贸易的往来频繁，港口运输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催生了港口物流业。港口和物

流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物流涉及到综合运输，外贸货物的物流更以港口为

最好的交汇点。不少沿海港口和大的内河港口都是公铁水联运的货运中心，是交通运输的枢

纽。可以说港口是物流链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物流的开展离不开港口的服务，而物流的

兴起和发展又为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提出新要求。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交往的日趋频繁，港口物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地域

上形成了以核心海港为主体，以江河商港为辅助，并集聚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运输方

式，构成综合立体式国际航运中心。

　2011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将港口物流推入发展&ldquo;快车

道&rdquo;。截至2011年底，我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31968个，比上年底增加334个。其

中，全国港口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762个，比上年底增加101个。除传统的装卸搬运设施，

港口区域兴建了一批物流中心、分拨中心和流通加工中心，延伸物流服务环节，提高港口区

域的综合经济效益。

　2012年末，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31862个，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886个。2012年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7.7亿吨，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30.3亿吨，完成国际标准集

装箱吞吐量17689.6万TEU。

　2013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88957万吨，同比增长4.2%。沿海港口完

成60599万吨，增长6.8%；内河港口完成28358万吨，与2012年同期基本持平。

　近年来，香港和记黄埔、新加坡港务、丹麦马士基、荷兰铁行渣华等纷纷介入中国港口物

流市场，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港口布点与寻求合作。同时，中远、中海、海丰

、招商局物流等国内领先的物流和航运企业充分发挥本土化优势，把港口作为发展基地，加

快构筑面向全球的物流体系。另外，我国东部沿海五大港口群已完成各自的总体规划和发展

战略，采取客户细分与服务深化的策略。各地方港口建设的&ldquo;局部最优&rdquo;，港口物

流市场形成了内外资的双重网络格局，国内外港口经营组织的资源整合为我国港口物流市场

注入了竞争的活力。我国港口物流从原来&ldquo;港到港&rdquo;模式向&ldquo;门到门&rdquo;

的一体化物流模式转变，从单一的运输、仓储等传统服务，向涵盖报关、加工、包装、库存

管理、配送、信息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延伸，港口物流资源集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

　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港口仍处于大建设、大发展阶段。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港口布局，

重点建设集装箱、煤炭、进口油气和铁矿石中转的运输系统，扩大港口吞吐能力。我国港口

物流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广阔的市场空间。



　本行业分析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

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内

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港口物流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

查资料，对我国港口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投资前景、竞争格局、港口物流企业等

进行了研究，并对未来港口物流发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并重点分析了

港口物流和相关物流行业的现状、发展态势、国内外状况，现阶段中国港口物流面临的问题

，以及一些前沿的策略。

　本《2014-2020年中国港口物流市场监测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为我国物流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

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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