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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业内企业的不断努力下，港口码头行业持续良好发展势头

，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经济效益显著。我国港口的基础设施规模明显扩大、生产能力显著增

强，港口布局日趋合理、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功能逐步拓展，港口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

高。与此同时，港口码头行业在节能减排、拉动就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1年年末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20867个，比上年末减少1275个。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

码头泊位5419个、减少42个，内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15448个、减少1233个。2021年末全国

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659个，比上年末增加67个。从分布结构看，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

泊位2207个、增加69个，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52个、减少2个。从用途结构看，专业化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427个、增加56个，通用散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596个、增加4个，通用件杂

货泊位421个、增加6个。  

2020年6月4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内河航运发展纲要》，明确2035年、2050年建设现代化内河

航运体系的相关发展目标，其中到2035年，基本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现代

化内河航运体系。内河千吨级航道达到2.5万公里；主要港口重点港区基本实现铁路进港；内

河货物周转量占全社会比重达到9%。2021年3月19日，财政部公布《关于取消港口建设费和调

整民航发展基金有关政策的公告》。根据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取消港口建设费。以前年

度欠缴的港口建设费，相关执收单位应当足额征收及时清算，并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全

额上缴国库。2023年3月29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水

利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沿海和内河港口码头改建扩建工作的通知，主要包括码头改建扩建

的重要意义、工作范围、程序要求、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协同组织实施五部分，提出明确

码头改建扩建工作范围，合理优化码头改建扩建程序要求，强化码头改建扩建政策支持和要

素保障，协同做好码头改建扩建组织实施的举措建议。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港口码头市场深度分析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依托庞

大的调研体系，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港口码头行业的发展现状、区域市场、优势企

业、产业园区、发展趋势、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帮助客户全面

把握港口码头行业的总体发展状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港口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

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此报告是您跟踪港口码

头业最新发展动态、编写产业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招商策略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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