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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长三角洲港口群整体合力的对策建议 

耿相魁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的 5个沿海主要港口、26 个内

河规模以上港口，都面临跨越发展的良好机遇。这既需要加

强横向协作，又需要加强纵向协作，同时还需要结合各个港

口的具体情况，弥补单一方面管理的不足。为此，建议建立

政府与港口双向互动的引导机制、政府与港口合理分工的动

力机制和协调各方利益的统筹机制。此外，还要通过电子政

务和港口物流信息系统，将政府与港口行为联系起来，保证

两者之间信息流的通畅。贯穿“以信息流为中心，以整体效

益最优为驱动”的协同理念，促进物流和资金流的合理流动。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制定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总体发展规划。制定规划

时，要重点研究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利益分配关系和及其对

各个港口经营和管理主体行为的影响，以多赢和利益共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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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兼顾和协调各港口利益，实现优势互补，以提高整体

竞争力。 

二是成立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专门管理机构。建议中央

政府派员成立专门的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管理委员会，负责

群内各港口的规划、建设、管理等的统筹协调，打破行政壁

垒对港口发展造成的障碍，从政策上给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

空间，取消对资本、人才等短缺要素跨区流动的不合理限制，

提高长三角港口群整体凝聚力，实现港口物流协同发展和深

度合作。建议政府出台鼓励横向合作和协调管理的优惠政策，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给予法律法规支持。同时建议以互信为基

础，成立由各港口派员组成的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协同委员

会，专门负责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经济发展，共同研讨港口群

货物运输发展规划，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发挥港口

群的协同效应。 

三是建立和完善长三角港口发展综合协调机制。国家相

关部委要推出有效政策，不断优化港口行业的相关制度，规

范港口行业的发展，对各港口制定相同的服务标准和统一的

资费标准，使各港口运营标准化。同时要借助于电子政务实

行协同治理，在各港口城市之间建立政府层面的长效对话机

制、信息共享机制、经常性联系机制，以消除画地为牢的封

闭行为，实现港口群的统一有序管理。 

四是政府要为港口物流匹配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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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临港产业。特别要以临港工业基地建设为重点，加快发

展以工业园区为依托的临港产业群，为港口提供优势货种，

实现港城互动；第二，大力发展铁路+高速公路的快速交通网。

大型港口都要铁路进港，发展多式联运，利用港口优势为内

陆城市提供物流服务，同时内陆城市也为港口提供更多的货

源。第三，强化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巨头的合作。政府应强化

与港口物流相匹配的服务功能，提升职能部门服务意识，构

筑开放型、互通型的物流服务平台。简化进出关手续，缩短

货物口岸滞留时间，并减少关卡通行费，方便企业合法进出，

保护企业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努力吸引更多的航运巨头与

长三角港口合作。 

五是构筑长三角港口群的物流信息系统。港口要使内部

运作标准化，同时实现与合作伙伴的港口物流信息的集成，

确保信息有效，并且与关键业务指标一致。建议开发新的系

统，对各港口现有物流信息系统进行集成，并与各级政府的

电子政务系统互联互通，使各港口和中央、地方政府都可以

通过该系统了解港口物流信息。该系统应该面向货主，并与

经贸、口岸、航运等联网，为港口物流提供强大支撑。 

六是构建长三角港口物流协同发展的企业文化。构筑促

进港口物流协同发展的企业文化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

激励措施来保障，否则各种为了协同发展所做的改变就不可

能持久。要建立真正的协同，必须改变评价机制，不能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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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港口的盈利作为其成功的衡量指标，还要看该港口对港

口群的贡献以及能否合理利用港口资源等。 

 七是构筑以股权为纽带、产业链延伸为基础、协同共赢

的港口集疏运体系。一方面各港口应严格遵循行业标准，加

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设，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客户提

供不同服务。另一方面各港口应以股权为纽带，不断拓展产

业链，利用区位优势发展临港工业、现代物流、港口地产业

和综合配套服务业，集物流服务中心、商务中心、信息与通

讯服务中心和人员服务中心为一体，主动寻求转型升级。除

传统的港口装卸业外，还应根据货种特点提供包装加工、仓

储配送、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综合物流功能，培育港口经济

新的增长点，实现增量增收。各港口还可以共同投资兴建码

头，共同开发远程腹地，在港口群内开辟公共货物内支线，

改善口岸服务，在港口的建设、融资、经营和发展方面寻求

港、航、货之间的有效合作和联盟，推动和加强港口群内的

多式联运，形成“快速、便捷、优质、准时、高效”的制度

和服务体系。                         （责任编辑：王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