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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长江三角洲港口群主要承担了长江经济带海运中转以及腹地。形成了以上海港为中心，江

浙分别为南北两翼的发展格局。南翼有宁波港和舟山港两个比较优质的港口，北翼几乎每个

城市都有自己的港口。在港口定位方面，上海港主要作为长江近、远洋货物和集装箱运输的

中转枢纽港，定位是国际性的枢纽港、航运中心；宁波的北仑港、苏州的太仓港以及南京港

的定位是地区性的枢纽港，可以承担近洋运输。北翼的太仓港作为与上海港配套的散杂货港

口，南翼的宁波港凭水深优势成为上海的深水外港；南通港、镇江港、扬州港、江阱港、舟

山港、泰州港等港口则作为一般的喂给港。 

     从行政区域来划分，长三角港口群大体上可以分为上海、江苏、浙江三个部分。从长江三

角洲港口的性质来分，又可以分为海港、长江港口和其他内河港口三部分。截至2003年底，

长江三角洲地区内河港口有322个，属上海市40个、苏锡常三市165个、南通地区33个、杭嘉湖

地区53个(仅指长江水系)，雨江水系22个，曹娥水系9个。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长江三角洲地

区形成了以上海港、宁波港、舟山港、南京港、镇江港、南通港等组成的中国最大的港口群

，其中沿海港口19个，内河港口10个。海港主要有上海港、浙江四港（宁波－舟山、嘉兴、

台州、温州）和江苏的连云港。长江港口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江阴港）、苏州（

张家港、常熟、太仓三港组合成苏州港）、扬州、泰州、南通。此外，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还有其他非长江内河港。另外，上海港主体是海港（洋山港

），但也包括长江口港区（外高桥）、吴淞口港区、黄浦江港区和内河港区。南通和盐城都

有建设中的海港（如大丰、吕四、洋口等）。 

     海港拥有各类码头泊位1202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64个，内河港区共有3250多个泊位。

内河航运主要沟通与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及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等水路运输

，主要承担着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建筑材料和长三角地区电煤、矿建材料的运输功能

。2008年通过长江航运进出上海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为390.8万TEU，已成为上海港口水水中

转的重要集疏运通道，2009 年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5.92 亿吨，同比增长1.8%，并创历史新高

。 

     江苏省港口共有386个，码头泊位9204个，万吨级泊位165个，年货物吞吐量达49666万t，集

装箱174.23万TEU。其主要的海港4个,即连云港港、大丰港、洋口港、吕四港，主要的内河港

口8个，即南京港、南通港、如皋港、江阴港、徐州港、常州港、镇江港、太仓港。其中苏州

港是全省最大的港口，亦为中国大陆内河航运第一大港。重点建设南京、镇江、苏州和南通4

个亿吨大港，形成集装箱、矿石、煤炭、原油四大重点货种专业化集约化布局。 

     浙江港口全省沿海港口己有生产性泊位944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67个，共有5个主要港



口，其中内河港1个，即杭州港，沿海港口4个，即宁波－舟山港、温州港、嘉兴港和台州港

。目前沿海港口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宁波&mdash;舟山港为中心，嘉兴、温州、台州为骨干，其

他地方中小港口相应发展的分层次布局，其中宁波港和温州港已被交通运输部列入全国沿

海20个主枢纽港行列。2009年，浙江省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0亿t，同比增长6.7%，集装箱吞

吐量1110万TEU。

     长三角区域内苏、浙、沪两省一市，海岸线长3500公里，占全国的21%，拥有8个沿海主要

港口、26个内河规模以上港口，是我国港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

际竞争的加剧，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有必要进行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协作竞争力。

     一是制定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总体发展规划。按照《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及相关法规

、政策，确定长期、中期和近期发展目标，明确各港的定位和基本服务功能。

     二是成立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的专门管理机构。长三角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政府应改变行

政体制分割、多头管理的模式，加强港口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建议成立

专门的长三角经济圈港口群管理委员会，打破行政壁垒对港口发展造成的障碍，取消对资本

、人才等跨区流动的不合理限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长三角港口发展综合协调机制。加强区域港口统筹规划，加强跨省市、跨

部门的综合协调和资源的综合利用，通过具有较强宏观控制和协调职权的区域港口综合行政

协调机构，有效推进区域港口密切合作、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委要规范港口行业的发展，

对各港口制订相同的服务标准和统一的资费标准，使各港口运营标准化。

     四是政府要为港口物流匹配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政府应着力把土

地资源和优惠政策向兴办物流园区的港口倾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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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交通网，形成长三角快速交通圈。

政府应简化进出关手续，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港时间。

     五是构筑长三角港口群的物流信息系统。建议研发一种新系统，与各港口现有物流信息系

统以及各级政府电子政务系统进行集成，使政府和各港口都可以通过该系统了解港口物流信

息。

     六是构建长三角港口物流协同发展的企业文化。要使&ldquo;共赢&rdquo;成为港口企业的

主导理念。

     七是构筑以股权为纽带、以产业链延伸为基础的协同共赢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应寻求与国

内外强港合作以提高竞争力和服务质量，适应托运人越来越高的要求。此外，各港口应以股

权为纽带，不断拓展产业链，除传统的港口装卸业外，还应提供包装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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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是根据研究中心多年来对中国细分产业的研究，结合对行业历年供需关系变化规律



，对我国本报告行业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行业投资环境以及可持

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充

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通过市场调研、国家统计局、全国海关信息中心等数据资料，以及期

刊及网上信息二手资料进行桌面研究。其中国家统计局可利用的数据包括行业数据以及企业

数据；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包括进出口数据；再加上自身公司的调研团队进行市场调研，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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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2年1-3月南京港经营状况分析

第三节、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1-12月连云港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1年1-12月连云港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年1-3月连云港经营状况分析

第四节、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二、成长能力分析

三、营运能力分析

四、偿债能力分析

第七章、长三角地区港口投资分析

第一节、港口业的投资特性

一、港口投资的长期性

二、港口投资高资本成本

三、资本回收程度不充分

四、社会经济效益广泛

第二节、中国港口业投资环境

一、中国对港口投资全面放开

二、港口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中国的发展

三、中国仍处于港口建设高峰期

四、外资对中国港口投资趋向分析

第三节、长三角港口投资机会

一、中国港口码头建设还需加大投资

二、浙江鼓励个人投资建设经营港口



三、集装箱码头建设是内河港口投资最佳点

四、江苏沿江港口投资开发商机大

第四节、港口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控制

一、市场风险

二、同业竞争风险

三、受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四、经营风险

五、财务风险

六、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第八章、长三角地区港口发展前景趋势分析

第一节、中国港口业的前景及趋势

一、2012年中国港口业将迎来下一轮景气和繁荣

二、中国港口建设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中国沿海港口未来发展趋势及重点

第二节、长三角港口发展的前景及趋势

一、未来长三角港口建设仍有很大空间

二、未来长三角港口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三、长三角港口群发展的目标

第九章、专家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403/102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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