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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的对策分析

董红信

近年来，连云港国际物流取得迅猛发展，受到国内外物流界的

高度关注，特别是 2007年初温家宝总理到连云港考察以后，连云

港的发展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为了抢抓战略机遇，连

云港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区域性国际枢纽港和国际物流中心的目标。

一、连云港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的现实意义

（一）连云港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

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推动大陆桥区域物流合作，是实现

国家发展战略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

方桥头堡，连云港是陆桥经济带的对外开放窗口和商品集散地，在

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占有特殊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整合区域

内物流资源，建设高关联度的一体化区域物流平台，可以作为推动

陆桥区域合作的重要切入点。物流中心城市在区域物流合作中发

挥着主导作用，连云港依托大陆桥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加快

建立国际物流体系，对于加快沿桥地带的开发开放，进一步增强陆

桥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陆桥经济带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连云港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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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是连云港加快发展、扩大影响、提

升城市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形成高效便捷的国

际物流服务网络，可以显著改善连云港物流业运行状态，提升城市

整体经济运行效率。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推进地区物流合

作，能够促进地区物流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城市间的优势互补、

错位发展，实现区域内物流规划、通关、物流信息和政策法规等方

面的对接，将为连云港市发展现代物流业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

境，进一步增强连云港为腹地服务的能力。

二、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的 SWOT分析

（一）优势

1. 区位资源良好

良好的区位资源是形成国际物流中心的客观和先决条件。连

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南连长三角，北接渤海湾，隔海东

临东北亚，又通过陇海铁路西连中西部地区以至中亚，在我国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连云港港与日本和韩国港口

的最近距离只有 700海里，如果以郑州西端为起点计算，西北省区

的货物从连云港港进出口分别比经上海、青岛近 425公里和 487

公里。因此连云港港既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便捷、最经济的出海

口，又是连接太平洋西岸与大西洋东岸大陆桥运输的国际枢纽。连

云港具有沿海、沿桥、沿东陇海线产业带的特殊地理区位优势。

2.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

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形成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条件。

连云港港口现有生产性泊位 36个，已经和世界上 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1000个港口有贸易运输往来，开辟了 40余条国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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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杂货、客货班轮航线，月航班 230多个。连云港以港口为中

心的海陆空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连云港机场现为国家 4D级标

准，民航开通了到中国重要城市北京、广州、上海、大连等地的航

班；铁路客运和货运列车可直通北京、上海、南京、成都、武汉、宝鸡

等大中城市，并通过京沪线、京九线、陇海线等连接中国各地；连云

港公路对外交通已全部实现高速化。

3. 集装箱运输跨越发展、国际物流服务日益拓展

集装箱吞吐量是一个地区国际物流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连

云港集装箱吞吐量 2007年突破 200万箱，已跻身全国十强、世界

百强集装箱大港行列。连云港形成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国际物流

服务品牌：外贸运输量、外贸比重在沿海港口中名列前茅，是江苏

最大的外贸港；为全国进口氧化铝、出口铝锭和胶合板第一港，出

口焦炭和进口化肥第二港，三大活牲畜接卸港，五大粮食进出口

港，沿海出口煤炭唯一无索赔港，是我国沿海重要的生产资料中转

港之一；作为亚欧大陆间的水陆中转港，连云港承担了新亚欧大陆

桥 1992年正式开通以来 90％以上的国际过境箱运量。连云港集装

箱运输的迅猛发展、国际物流服务品牌的日益拓展，为连云港发展

国际物流打了良好的基础。

（二）劣势

1. 连云港国际物流业的集聚、辐射能力不强

连云港现有的物流企业整体上规模小，缺乏龙头企业，缺乏跨

国物流公司，缺乏跨国采购和跨国配送业务，大部分物流企业仍停

留在传统物流的经营层面，距离现代物流企业有较大差距，物流增

值服务能力弱。物流企业之间缺乏信息沟通，缺乏协作，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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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物流供应链,难以提供一体化的服务。能够有效连接不同运

输方式的大型综合货运枢纽和服务于区域经济或城市内部的各种物

流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明显滞后，国际多式联运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2. 国际物流信息化服务功能有待于发展

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是国际物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连云

港在国际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尚有很大的不足，缺乏必要的公

共物流信息交流平台，以 EDI、互联网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统还

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连云港现有的物流信息平台资源还比较分

散，缺乏有效的整合。港口与海关的 EDI系统还很不完善，船公司、

港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货主等各用户之间不能实现高

效衔接。连云港物流信息化深层服务功能有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

跨区域的物流信息平台亟待发展。

3. 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尚存在结构性矛盾

当前，国际物流快速发展与物流基础设施的结构性矛盾尚比

较突出。连云港港口陆域面积严重不足，堆场能力不足，港口吞吐

能力不能适应吞吐量增长需要，港口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运能和

运量的矛盾比较突出。铁路集疏运能力不足，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

尚待进一步完善。从已形成的港口功能判定，连云港港口仍处在以

运输功能为主导的第一代港口向第二代港口的过渡阶段，专业化、

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尚不适应现代物流的发展需要。

（三）机遇

1. 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7年元旦温总理视察期间，给予连云港很高的战略定位，提

出要把连云港的发展摆上国家战略层面，要求连云港在促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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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交通部专门召开党组会研究落实总理

指示精神，表示将在港口规划建设、临港产业布局等方面予以大力

支持。国家发改委、铁道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也纷纷表示将给

予连云港港口更多的支持。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连云港

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超常扶持政策，举全省之力振兴连云港，强

调港口发展是重中之重。连云港市把港口带动战略作为连云港谋

求跨越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把港口作为跨越发展的重要引擎、临

港产业的有力依托、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现代物流的优势平台。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高度重视，给连云港国际物流的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2. 区域经济崛起振兴的机遇

连云港港口吞吐量中 60%的货物来自中西部地区，作为国内

最早开展集装箱海铁联运的港口，连云港的“五定”班列在推动中

西部开发、带动陆桥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

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连云港的快速发展。从江

苏的经济发展看，江苏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作为苏北振兴的龙

头，打造承接国内外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功能平台。连云港是江苏扩

大开放和经济国际化的自然通道，对于实现江苏“两个率先”具有

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是苏北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

经济的重要依托。因此，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

略，随着江苏省大力实施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和沿海经济带开发战

略，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四）挑战

1. 沿海港口城市国际物流中心建设的竞争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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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是联结国内外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在整个国际物流链中

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港口城市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具有天

然的优势。从国外的情况看，国际物流中心也多是条件良好的港口

城市。当前，国内沿海城市为构筑现代流通平台，集聚物流，加快经

济发展，发起了抢占“国际物流中心”制高点的争夺战。各地政府纷

纷出台政策，整合港口资源，加大投入，聚集优势，促进港口上规

模、大发展。连云港南侧的苏州港发展迅猛，去年集装箱增幅超过

连云港，提出建设江苏省“第一外贸港”和“集装箱干线港”的目标；

北侧山东省沿海港口以青岛港为中心，联合日照港、烟台港，积极

打造北方国际物流中心；连云港面临的“南北夹击”的竞争态势日趋

激烈。

2. 大陆桥区域国际物流协作缺乏

新亚欧大陆桥区域是连云港国际物流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当

前，陆桥区域物流联动发展机制形成，但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物流发

展战略框架和多层次的协调合作机制。沿线很多城市在物流规划

中都将自身定位为区域物流中心城市，规划了大量的物流园区。由

于受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跨区域基础设施很难实现“无缝隙”衔

接，造成了地区间物流资源浪费、重复定位等问题，影响了区域整

体形象，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大陆桥区域国际物流协作的缺

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区域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大陆桥沿线物

流业的整体发展，也必将成为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的一个很

重要的外部挑战。

三、连云港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的对策建议

连云港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的优势和劣势兼备、机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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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并存。连云港应抓住外部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扭转

内在劣势，积极应对外部的竞争和挑战，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国际

物流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结合上述分析，借鉴国内外先进港口城市

国际物流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以港口建设为龙头，积极构建国际物流中心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港口在国际物流业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完善港口

物流服务功能，构建连云港国际物流中心服务体系。连云港要抓住

政策机遇，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围绕将连云港港建成集装箱优先

发展的亿吨大港、青岛和上海之间最重要的集装箱干线大港、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组合大港的发展目标，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港口集疏运系统，提升港口集疏运条件。结合主港区功能布局调

整及南侧港区疏港通道建设，立足于港口现已形成的氧化铝、胶合

版、焦碳等服务品牌，建设港口大型散杂货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

推进物流园区建设，尽快把港口物流园区建设成为集中转、仓储、

配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物流园区。

（二）以物流信息平台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国际物流业的支

撑体系

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对国际物流体系的建设意义重大。连云港

要充实和完善现有的公共平台，使各种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以满

足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的需要。当前要大力推进港口 EDI信息中心

的规划建设，打造数字化港口，提高港口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实

现电子通关和贸易无纸化，扩大增值服务。要积极推进区域物流信

息一体化进程，加强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构筑以连云港为

基础，以大陆桥沿线区域为主体，辐射全国乃至全球，功能包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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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以及供应链管理、货运管理等专业信

息服务的区域性国际物流公共平台，努力扩大物流信息服务的辐

射半径，增强连云港国际物流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三）鼓励物流企业发展，提高国际物流产业链的整体水平

物流企业是物流的真正供给者，也是推动物流发展的决定性

力量，国际物流中心的形成，必须有一批强大的以第三方物流为主

的现代物流企业作支撑。连云港做大做强一批龙头物流企业，鼓励

这些企业争创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特色。要鼓励企业结成战略

联盟，降低经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物流企业与货主企业

形成的纵向联盟，形成信息互补、利益共享；通过物流企业之间结

成的横向联盟，实现服务一体化，形成规模化经营。实施“物流总部

经济”战略，通过引进外资、股份合作等方式，吸引跨国物流公司和

国内知名物流企业落户连云港；鼓励连云港物流企业以连云港为

中心“走出去”，建成以连云港为中心的物流网络体系，推动连云港

成为国内重要的物流服务输出城市，打造以连云港国际物流业为

核心的国际物流运作平台。

（四）争取设立保税港区，为国际物流中心建设营造政策优势

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面临着周边港口城市激烈的竞争

和严峻的挑战。应该看到，与上海、青岛等先进港城相比，连云港建

设国际物流中心的主要差距并不仅仅在国际物流基础设施上，更

是在整个建设和发展的政策软环境上，如何提供和营造一个良好

的适合国际物流发展的政策环境，是连云港能否实现区域性国际

物流中心建设目标的关键。当前，连云港要积极争取保税港区政

策，为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拥有自由

286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港政策是世界上许多国际物流中心的共同特点，世界大港普遍实

施自由港政策，保税港区是我国的“准自由港”。迄今为止，我国已

经批准设立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海南洋浦、宁波梅

山、广西钦州、厦门海沧和青岛前湾等八个保税港区。连云港在此

项政策的争取上已经明显滞后，当前应抓住机遇，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争取早日将连云港纳入区港联动试点范围，并逐步促使连云

港向保税港区及自由港方向发展。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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