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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港口从简单的装卸堆存功能，发展成为集装卸、仓储、贸易、加工、物

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枢纽，成为江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

，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海运通道。江苏港口的国际地位初步确立、形象充分

展示、作用日益发挥。

2019年，江苏省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6.3亿吨，同比增长16.4%。其中，完成外贸吞

吐量5.2亿吨，同比增长8.0%。2020年，江苏省累计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29.7亿吨，同比增

长4.7%；其中外贸吞吐量5.6亿吨、同比增长4.0%。2021年，江苏全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2.1

亿吨，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80.1万标准集装箱，分别同比增长8.2%、15%。苏州港、泰州港、

无锡（江阴）港、南通港吞吐量超3亿吨，连云港港、南京港、镇江港港口吞吐量超2亿吨，

盐城港、扬州港、苏州内河港港口吞吐量超1亿吨。内河集装箱吞吐量达81万标箱，同比增

长36%。  

江苏是港口大省。全省沿江沿海地区共布局10个港口，其中，连云港港、南京港、镇江港、

苏州港、南通港为国家主要港口，扬州港、无锡（江阴）港、泰州港、常州港、盐城港为地

区性重要港口。在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全国53个主要港口名录中，江苏有7个，分别为连云港港

、南京港、镇江港、苏州港、南通港，徐州港，无锡内河港。截至2022年11月底，江苏已开

辟内河集装箱运输航线91条，覆盖11个内河港口和8个沿江沿海港口，直达上海、浙江、山东

、河南、重庆等7省市，形成辐射长江干线、淮河水系、京杭运河（济宁至嘉兴航段）的内河

集装箱航线网络。  

全球前20大港口货物吞吐量榜单2021年3月出炉，中国港口生产形势表现良好，占据了15个席

位。江苏省的苏州港、镇江港、南通港、泰州港在全球分别排名第7、第14、第16、第18位。

而在全国20大港口中，有6个是内河港口，并且这6个内河港口都位于江苏，江苏沿海港口中

只有一个连云港，进入了前20名。因为江苏海岸线非常平直，无法孕育深水两港，所以主要

港口都集中在长江沿岸。其中苏州港是江苏最大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55408万吨。苏州港

属于内河港，毕竟苏州并不沿海。这也足以可见苏州的经济实力，即便不沿海依托长江，苏

州港的吞吐量也能达到55408亿吨，处于全国第六。这其实让天津港蛮尴尬的，曾经的北方第

一大港，如今仅仅处于第七。2020年，镇江港全年监管3.51亿吨货物进出镇江港，同比增

长6.5%；保障28.5艘次船舶安全进出港，其中15万吨级以上开普型船115艘次，同比增长27.8%

。服务镇江港货物吞吐量成功跻身全国港口前十、内河港口第二。2021年，镇江全年监管服

务55.49万艘次船舶、2.44亿吨货物安全进出镇江港。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江苏省港口业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报告》共八章。首先



介绍了港口的定义、功能、分类、管理机构及行业规划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港口业和江苏省

港口业的现状，然后具体介绍了南京港、苏州港、南通港、连云港、镇江港的发展。随后，

报告对江苏省港口业主要上市公司的运营状况、江苏港口的投资及相关政策法规做了细致的

分析，最后分析了江苏省港口业的发展前景与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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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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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江

苏省港口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江苏省港口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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