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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流网络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

中心”的建设 

王芬   方晨   叶俊   全永波 

物流网络是为了满足客户网络化物流需求由物流网络组

织、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信息网络三者结合起来的物流

服务网络体系，其中，物流网络组织是物流网络运行的组织

保障，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是物流网络运作的前提，物流信息

网络是物流网络运行的技术基础。三者相互关联，物流基础

设施网络、物流信息网络体现物流服务所依托的资源特征，

物流网络组织体现物流服务所依托的组织特征，是完成高效

物流服务所不可缺少的。下面，基于物流网络的内涵，探讨

“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建设。 

（一）打造富于竞争力的江海联运组织 

1．激活舟山港区节点的活力。舟山建设成为“江海联运

服务中心”，除了依靠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外，必须首先激活

舟山港区运营的活力，从港口网络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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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成为“江海联运服务”中的核心轴点，必须增强自身

的活力，才能形成对长江及其它内河沿线港口的辐射带动作

用。激活舟山港区的活力，需要提升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港区运营主

体、海事系统、海关系统等），这些利益主体必须自身运作效

率高，服务质量好，同时要促使利益主体间协同运行。因此，

在港区运营中，必须吸纳富有活力、港口运营水平高的民营

资本进入，改变当前仅有国有资本的局面，同时，要积极争

取海事系统、海关系统等机构的支持，促进协同运行。 

2. 培育江海联运经营人。组织先进高效的江海联运需要

将沿海港口集团、航运公司、内陆物流企业、内河码头企业

等与江海联运相关的企业以资源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培

育江海联运经营人，并促进协同运行，利益共享。在具体航

线上根据货物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合作伙伴，两个港口之间

货运量很大且货量平稳，可直接采用两点之间的班轮运输，

合作对象直接是两个港口及航运企业，航线较长且途经港口

较多、每个港口货量不大时，采用穿梭巴士的方式进行多点

停靠运输，多个港口之间可以展开合作。 

3. 建立高效的口岸服务组织。口岸服务是对外贸易的重

要环节，也是江海联运的一个重要环节。江海联运服务平台

建设要完善大通关口岸设施、改革海关通关制度、加快电子

口岸建设、进一步完善通关一体化。可以利用船舶运输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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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监管的有利条件，积极争取海关商检部门的支持，建立

一个具有明显优势的口岸服务平台。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边检站、海事局、港口管理局、内河码头、船代、货

代、拖车、报关行、外经贸企业全部纳入口岸服务平台，实

行信息化管理，采用网上电子报关的方式，由外贸出口企业

网上申报进出口货物。以属地报关为原则，改革现行海关通

关制度，在各内河港口设立海关监管点，货物在内河港货运

站转船时就进行报关报检工作，并装箱上锁施封，通过内河

港卡口。从内河港将货运运送至海港码头时，直接开锁解封，

装入海运船舶出港，不再进行关检等各类查验工作，减少通

关时间。 

（二）优化江海联运基础设施网络 

长三角地区水资源丰富，水系发达。但总体来看，舟山

及周边地区内河航运的发展水平还不高，航道等级较低，港

口功能单一、船型发展杂乱，合理、高效、优质的航道系统

尚未建立，内河航运的优势和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为此，

要有效的改善通航条件势在必行，但是一味的拓宽河面，加

深河道并不现实。所以在有效的改善航道通航条件的同时，

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集疏运系统和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

统筹发展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来

共同集散货物。 

（三）搭建物流信息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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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系统是整个港航管理、生产和服务安全、高效

运转的现代化保障。由于管理体制、机构设置等多方面的复

杂原因，各管理部门的信息数据平台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

互联互通不完全，资源共享水平较低。同时，管理部门对信

息资源共享认识不统一，仅仅出于自身职能管理主体的考虑。 

江海联运综合信息平台的功能包括客户服务支持、全程

物流跟踪、江海联运管理、决策支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市场监控、港监、港政、海事、航道等监控等模块，可实现

如下功能：提供江海联运货物运输的各类车辆、集装箱班轮、

穿梭巴士及所运货物、主要站点情况的全程动态信息查询服

务；实现江海联运信息资源的整合，保证江海联运全程可控

的信息跟踪，提升客户服务的水平；与外贸、内贸尤其是进

出口等业务操作紧密绑定，促进业务流程的优化，提高物流

协作效率，缩短办理各种手续的时间。利用综合信息平台可

以对航道网和航线进行统一协调，对由船舶运输进出各个港

区的集装箱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调度、统一配载，有效避免

空载航运、多次靠泊，实现各港区码头间的协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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