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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山港装卸作业繁忙 图 !"#

! ! ! !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透露，今
年前 !个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
量实现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预计全年可实现 '()*标
准箱，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迎难
而上，实属不易。这种逆势而上的
良好的发展态势，得益于诸多积
极因素，包括水水中转比例提高、
汽车滚装业务的长足发展、口岸
建设的积极助推等。

上海港水水中转比例提高，
内河业务的增多功不可没，已成
为新的增长点。来自上海国际港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统计数据
表明，今年上半年，上海港以长江
为货源的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近
+&，远远高于全港集装箱吞吐量
增幅。这主要得益于长江船舶的
大型化、班轮化和联盟化的趋势。
现在靠泊上海港的长江集装

箱船都是 '**标准箱及以上的船
型，大型化趋势明显；所谓班轮
化，以上海港为例，去年内河班轮
每月仅有 #班，今年上半年达到
$(班；所谓联盟化则体现在今年
上半年已经有部分船公司实行了
相互之间互换舱位。从上述几点
来看，长江支线的运营模式和国
际干线班轮已经越来越接近。虽
然现在箱量少，但发展趋势非常
宝贵。

! ! ! !为应对严峻的港航形势，负责
运营上海港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将着力点放在了四
件事情上：练内功，促转型，合港
航，建枢纽。其中的合港航，指的就
是港口航运企业应谋求一种“竞
合”关系，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一方面，航运企业与港口企
业唇齿相依。上海港应力所能及
地想航运企业之所想，提高港口
效率，做好港口服务，尽力联合航
运企业共渡难关。另一方面，港口
之间应从“竞争”向“竞合”转变。
港口企业具有共同的利益驱使，

有互补的发展优势，合作在当前
形势下更为紧迫。港口应以整个
腹地市场需求与区域港口综合能
力的适应度为标准，规划码头的
类型、能力和定位，提升整个区域
内港口资源的使用率。同时要充
分考虑港口在区位条件、基础设
施、集疏运状况等差异，增强自身
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互补性发展。

! ! ! !第一届环球港口
领导人峰会日前在上
海举行。上海国际港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新加坡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马士
基码头公司、迪拜环
球港务集团、和记港
口集团有限公司、长
滩港务局、鹿特丹港
务局等七大全球海运
航线重要枢纽港运营
商（或管理当局）的主
要领导人出席会议。

与会领导人认
为，当前世界经济复
苏充满不确定因素，
国际贸易形势复杂，
全球运输需求增长承
受较大下行压力，航
运市场格局酝酿深刻
变化，港口业发展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港口必须加强对
话和交流，审视行业
发展中的新课题，发
挥合力、共同破题，实
现港口业持续、健康
和稳定发展，为世界
经济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作贡献。
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环

球港口领导人峰会”（以下简称“峰
会”）机制，并就“峰会”的宗旨达成
共识。该峰会将致力于：

$%共谋发展，共担责任。为各参
与方提供高层交流平台，探讨行业
热点问题，深刻把握港口发展的环
境和趋势，加强双边或多边伙伴关
系，在更高层级上开启合作发展的
新篇章，完善行业标准，加快技术革
新，不断提升港口行业的发展能级，
促进港口与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

(%经验分享，携手共进。促进港
口在营运操作、市场营销、信息应
用、工程技术、人力资源、安全管理
等方面加强经验交流，建立多层次
的知识共享机制，在更广领域上实
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峰会”将建立联络官制度，负

责各参与方之间的协调工作，确保
峰会共识和有关事项的有效落实。
下一届峰会将于 (*$'年在新加坡
举办，聚焦港口安保、环境保护、节
能减排等主题。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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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世界各
大港口在困境中寻求“突围”之路。

转型路———港口企业将业务
的触角伸向更广领域。上港集团
已明确了集装箱码头、散杂货码
头、港口物流和港口服务四大支
柱产业板块。上港集团旗下的外
高桥六期汽车滚装码头正朝汽车
综合服务领域扩展。和记港口股
份公司近几年向国际运输及物流
服务相关行业扩展其业务范围，

包括大型邮轮码头、机场运营、铁
路服务以及船舶修理机械等。

转向路———欧美市场疲软，
各港口将业务重点朝经济发力点
区域转移或倾斜。迪拜环球港务
集团将拓展码头投资业务的目标
市场放在了印度、中国、中东等。
中国市场是“兵家必争之地”，新
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在中国投资的
港口有大连、天津、福州、广州等；
马士基码头公司的母公司 ,%-%穆

勒.马士基集团在中国大陆 #*多
个城市设立了 $*/家分支机构和
代表处，从事航运、物流、陆路多
式联运、码头投资管理等业务。

扩张路———上港集团的三大
战略（长江、东北亚、国际化）中，
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旨在培养和提
升国际化运营能力，逐步形成辐
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跨地区
经营格局。迪拜环球港务集团近
期在 ! 个国家在谈判 $* 项新的
发展项目。鹿特丹港区则继续本
港区扩张，拓展港口操作能力。

上海稳坐世界“第一大港”宝座多年，做大内河业务成为新的增长点———

水水中转，助上海港“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金志刚

世界经济复苏充满不确
定因素、航运市场格局酝酿
深刻变化、港口发展面临巨
大挑战，这是世界港航企业
面临的现状。上海港虽然在
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
两项指标中，坐上世界“第一
大港”的宝座已有数年，但在
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港口
产业又对世界贸易依赖性较
强的大背景下，上海港在建
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道路上仍
任重而道远。

! ! ! !据估算，今年上海港集装箱
吞吐量增幅将保持在 (&至 '&的
水平。其中，集装箱水水中转业务
作出突出贡献。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上海港水水中转比例达到
#(%0&，同比增长将近 $&；其中，

洋山港水水中转比例达到 1/%+&，
比全港数据高出 )个百分点。

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
进程中，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直高
度关注水水中转项目。今年 /月
份上海市刚刚公布“十二五”规

划，其中对上海港水水中转提出
了明确的目标，即 "*$)年水水中
转的比例要达到 1)&。

今年嘉兴地区从内河经黄浦
江到上海港的水水中转箱量增加
了 /1&，这是多年来未出现的。水
水中转将成为上海港转型发展过
程中重要的“生力军”。

“接内河”成新增长点 转型发展重要“生力军”

港航企业“竞合”渡难关

各港口寻求“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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