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X

上海经济区东临大海
,

长江贯通东酉
,

京杭运河联结南北
,

还有十儿条主要河流以

及无数条大小支流罗织其间
,

形成了纵横交

叉
、

干支相连的水运网络
。

沿海
、

沿江
、

沿

河港口星罗棋布
,

它们为商品流通提供了量

大
、

价廉的运输条件
,

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

了宝贵的口岸条件
,

也促进了一大批沿海
、

沿

江城市的发展
,

使之成为上海经济区主要 的

经济发达地带
。

这些江海港口在实行对内搞

活
、

对外开放 厅回
,

在扩大出日 创汇方面都

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

具有重要 的 战 略 们

用
。

上海经济 区沿海
、

沿长江共 有 大 小 港

日
、

装卸站点 1 8 0多个
,

其 中吞吐 能力 在
一

百

万吨以上的港口 有 19 个
,

主要分布在自九江

以下的长江下游
,

特别是河 l
一

l段 两岸
,

以及

北至连云港
、

南至厦门岛的海岸线上
,

形成
“

丁
”

字型的格局
。

这些港口 l叭 5 年的总吞

吐 量为 2
.

生亿吨
,

占全国沿海
、

沿 长江 主 要

港 !j 总吞吐量的一半以上
; 经济区外贸进 出

口 物资的95 肠通过这些港 口 吞吐 ; 此外
,

同

年旅客发送 量达 3 0 0 0万人次
。

上海经济区港口 的主要特点是
:

¹ 地理

位置优越 处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和长江的

下游
,

是我国通向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各地 的

重要门户
。

º 经济腹地辽阔
,

它联结上海经

济区的五省
一市

,

联结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陇

海铁路沿线
。

特别长江 流域是产业密集地带
,

有约多个大中城市
,

工业总产值 占全 国 的

2 / 5 ,

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1/ 3
,

发展前景很

好
。

» 群体功能比较 齐全
。

有世界上亿吨大

港之一的上海港
,

19 8 6年吞吐量 已达 1
.

26 亿

吨 ;
有正在建设中的宁波港北仑深水港 区

,

有

舟山深水港
;
有我国重要的能源港南京港

;

有连接陇海铁路的连云港
;
有联系长江中下

游
、

对开发长江航运起重大作用的其他沿江

港 !」
。

有2 / 3的主要港口 都可以接纳万吨轮
,

特别是上海
、

南通
、

张家港等港口
,

具有江

海换装方便
、

航运效益好的优势
。

¼对外开

放的条件有利
。

目前
,

在全国 14个沿海开放

城市中
,

上海经济区就占6个港口城市和一个

经济特 区
,

还有张家港
、

南京港两个对外开

放 的港口和准备对外开放的舟山港
,

九江
、

芜湖
、

安庆等也都是对外贸 易 I:I 岸
,

与 香

港
、

朝鲜 等地开辟了直达航线
。

上海经济区港 口 目前存在的 主 要 问 题

是
:

¹ 综合通过能力普遍不足
。

」二海港 目前

已超负荷4 0 肠
,

连云港港务局码 头 超 负 荷

8。帕
,

连续多年出现了压胎
、

压 货现象
,

而

口
.

年 比 一年严重
。

另一方面
,

有的港 「11 }!

上海经济区港口发展战课略题组

:·
············

⋯⋯
沿海沿江港口发展战略设想

海上经济区
:
···············································,···;

卜

一
、

概 况



于能力不配套
,

未能充分发挥 作用
,

如宁波北

仑港区
。

º 港口 布局和建设缺乏统一规划
。

港 口布局没有与合理的船舶运行组织很好地

结合
,

没有与集疏运系统很好地结合
。

港口

建 设
,

在大中小泊位之间
、

专用泊位与通用

泊位之间
、

货运泊位与客运泊位之间
,

配套

不完善
。

» 岸线没有统盘规划
、

统一使用
。

不少地方存在岸线分割
、

乱占乱用的状况
,

使宝贵 的岸线资源未能充分发挥效益
。

上海经济区港口 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

在五省一市范围内
,

有 8 00 多公里的长江岸

线
,

4 00 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

25 0 0多个大

小岛屿
,

具有有利的建港条件
。

今后应当根

据需要和可能
,

有计划
、

有步骤
、

有重点地

把适于建港的岸线充分利用起来
,

促进岸线

经济带的进一步发展
。

二
、

指导思想和建港原则

必须把港口 的改造
、

建设和发展 同整个

集疏运系统联结在一起
,

适应进一步对外开

放和沟通沿海城市海上通道的需要
,

展开 以

港口 为中心
,

铁路
、

公路和水运相配套的运

网建 设
,

充分发挥港 口 的交通运 输 枢 组 作

用
。

必须在坚持改革的条件 下
,

打破条块
、

地区
、

部门间的分割
,

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

合理规划港 IJ 布局
,

合理开发港 口资源
,

逐

步形成社会效益好
、

功能配置合理
、

综合通

过能力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港口 体系
。

发展港口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
,

合理分

工
,

密 切协作
,

扬长避短
,

优化组合
,

充分

发挥港口 的综合优势
。

可以根据地理位置相

近
、

经济腹地部分相 同
、

互相配合的港 11 之

间的有利条件
,

既发挥各自优势
,

又发挥综

合的优势
。

例如
,

上海港和宁波港
、

南通港
、

张家港
、

舟山港之间可以有机地组织起来
,

取长补短
,

协作配套
,

通过分流以减轻上海

港的压力
。

这JL个港 [1 的吞吐量 占经济 区港

L1 吞吐量的60 帕以上
。

又如连云 老和 侧 口所
、

岚山头
、

燕 尾港之间
;
南京港和镇江

、

扬州

等在内的港 [:1 之间 ;
温州港与乐清

、

瑞安
、

放江等港之间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一

也都可考

虑相对地组织起来
,

相互支援
,

发挥联合起

来的优势
。

为了更好地发挥港 日群组织起来的综合

功能
, 一

首先要求在货源的分配和货流的组织

上给以充分的合作
,

特别在煤炭
、

石油
、

矿

石
、

钢铁
、

粮食
、

食盐
、

矿建材料等大宗物

资的分配上
,

根据现有的基础和发展的需要
,

尽可能相对集中
,

便于形成装卸效率高的各

种专业性码头和港区
。

同时对压船
、

压货特

别严 重又缺乏发展余地的中心港
,

要进行有

计划有步骤的疏导
,

从宏观上进行控制
。

港 口的功能和发展规模的确定
,

应以下

列主要条件为依据
:

地理位置
; 主要的经济

腹地 ; 经济运量
; 主要货种

; 水域
、

航道
、

陆域
、

岸线等自然条件
;
铁路

、

公路
、

内河

航运等集疏运条件 ; 国 内外水运技术和工艺

发展的水平 ; 港 口所依托 的城市经 济条件
;

等等
。

根据上述原则
,

经济区主要港区的功能

应该是
:

九江港
:
江酉省的门户

,

直接为本省 的

经济发展服务
;
浙江

、

福建两省西部地区到

长江中上游物资的中转港
。

安庆港
:
直接为皖西南的经 济 发 展 服

务
。

芜湖港
:
直接为安徽省大部分地区 的国

民经济发展服务
; 淮南煤炭到长江中下游的

中转港
。

南京港
:

直接为 南京 !}了和扬州市部分地

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 上海经济 区内的主要能

源换装港
,

中转苏北
、

淮北
、

晋东 南到长江

中下游的煤炭和胜 利油田的原油
;
津浦铁路

和长江沿岸物资的铁水 中转港
; 部分江海外

贸物资中转港
。

镇江港
:

直接为镇江市
、

扬州市的经济



女展 眼务
;

常州酉部
、

淮河运河沿少拌地区 内

外贸物资的换装港
; 部分江海外贸物资中转

港

怅家沁
:

承担 尼踢市
、 ‘

常州市
、

苏州市

邵分 也区进出 日物资的运输任务 ; 部分江
、

海
、

洋物资换装任务
。

南通港
:

直接为 南通地区国民经济发展

服务
;

中转邓 户进 出长江内外贸的物资
。

宁波港
:

全 !』性远洋大宗散货
,

近期内

国际集装箱等外贸物资的中转港
; 承担浙东

地区 和宁波 l有进 出 日物资的运输任务
; 浙籁

线部 分进出 11 物资的中转港
。

连 云港
:

直接为苏北部分地区 l均经济发

展服务
; 陇海铁路沿线进 出口海洋物资的中

转i爸
。

上海港
:

汽接 为上海 市经济发展 服务
;

承担苏州以东
,

杭州以北地区的内外贸运输

任务
; 部门进出长江内外贸物资中转港

。

港 l
一

1发展要坚持三个配套
。

¹ 港区内综

合通过能力的配套
。

这里包括航道 的通过能

力
,

大
、

中
、

小泊位的能力配套
,

泊位通过

能力与堆场
、

仓库的能力相配套
,

装卸工艺

的配套
,

以及综 合管理机制的协调运行 等
。

º 港外横 向之间的配套和衔接
。

包括集疏 运

的配套
,

枢纽港和协作港之间的配套
,

起运

港和到达港之间通过能力的配套等等
。

» 港

口与城 市基础设施的配套
。

主要包括港区的

通讯设施
、

燃料供应设施
、

环保设施
、

生 活

服务设施 以及文化娱乐设施等等的配套
。

三
、

港 口改造和建设设想

恨据
“

六五
”

期间吞吐量递 增 的 幅 度

(年递增约 6 肠左右 ) 和大类货种运量增 长

的预测
,

到 : 。。。年经济区港 口的总吞吐量大

约是19 8 5年的 2 倍
。

客运量也将有较大
;)高度

的增长
。

.

适应这一要求
,

需要有计划
、

有步

骤
、

有重点地如强港 日的现代化建 设
J

上海经济 }反港 「l建 设应重点解决外贸进

出 [1 物资的需要
,

解决能源
、

原材料 等大运

量工业建 设物 资的需要
,

解决旅客运输的需

要
。

在地 区上要重点改变上海港通过能力严

重不足的状况
。

在外贸货物吞吐方面
,

要重点解决出 口

件杂货在香港
、

日本神户等港 口换装集装箱

的局面
,

经济区应考虑在北仑
、

舟山港域
,

逐步建设 阳对集 中的换装港
。

同时
,

远
、

近

洋物资的出口港
,

应适当分工
,

合理建设
。

增加新的泊位和建设新的港区
。

根据 目

前的吞吐能力和新增的运量
,

到 20 0 0 年
,

需

要建设 一 大批新泊位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

特

别是外部的集疏运能力
。

首先在现有主要港

区中逐步改造扩大
,

挖掘岸线潜力
,

进行有

计划的建设 ; 同时
,

选择合适的港址
,

建设

新的港区
。

分阶段地建 设好经济区的深水港区
。

根

据国际海运事业的发展趋势
,

以 及进一步对

外开放 的需要
,

上海经济区需要有 自己的深

水港区
。

按现有条件
,

宁波港北仑港区和舟

山港水深域阔
,

避风条件较好
,

地理位置也

比较合适
,

在建设上
,

2 0 0 0年前重点开发和

合理建设北仑港 区
,

同时要考虑如何利用舟

山港的深水岸线
,

根据经济发展 的需要和国

家财力的许可
,

有计划有步骤地发挥其水水

中转的优势
。

大力增加集装箱运输 的吞吐能力
。

集装

箱运输优点很多
,

在国际件杂货运量中发展

很快
,

发达国家集装箱运量 已占件杂货运量

的6 0一 70 肠
,

平均在40 肠左右
。

目前经济区港

口集装箱的吞吐能力不到30 万标准箱
,

占的

比重仅为件杂货运量的3肠左右; 到2 0 0 0年
,

需要分期分批建一批集装箱码头
,

特别要建

设一部分能供第三
、

第四代甚至更大型的集

装箱轮船靠泊装卸的深水泊位
。

开辟更多的

国际航线
,

形成 自己的集装箱换装点
。

改造老港区
,

提高港 口的现代化技术水

平和管理水平
。

目前老港区的任务一般 比较

重
,

只能采取边建设边改造的方针
。

第一步

一 1了 一



要积极挖潜
,

建设新汇I位
,

增加通过能力
,

为改造老港区创造条件
; 与此同时

,

争取把

三
、

四 类技术状态 的码头与仓库加以改造
,

增加现代化的装卸手段和管理设备
。

第二步

在现有基础上
,

逐步把大类货种相对集 中
,

形成各种专业化的装卸作业 区和 流 水 作 业

线
,

以提高单船作业效率和实行现 代化的系

统管理
。

第三步以加强各种现代化设施为重

点
,

广泛采用电子技术
,

重视软件开发
,

全

面提高现代化管理和生产的水平
。

加强航道整治
。

特别是长江 日的整治要

迅速摆上议事 日程
,

选择优化方案
,

筹措资

金
,

尽快上马
,

使之逐步成为畅通的大门
。

同时
,

也要对长江干
、

支流和雨江
、

匝江
、

椒江
、

闽江等航道逐步进行整治
。

这是保证

航运事业发展
、

港 「!’肠通的重要条件
。

尽 可能把经济 区的港日 女排迸去
。

港 日服务 设施应当实行企业化
,

货主码

斗; 及服务 设施应当社会 化
。

这样 不但可以

提高服务质量
,

提高港口 通过能力
,

1佰
_

〔L可

以提高经济效益
,

增加港 日收入
。

五
、

政策措施

四
、

资金筹集

随着港 口体制的下放
,

实 行
“

以 港 养

港
”

的财税政策
,

以增强港口 的 自我发展活

力
,

这是完全必要的
。

但鉴于港务部门主要

不是盈利企业
,

收入也 不多
,

所以港 11 下放

后
. “

以港养港
”

还 不能解决港 口建设和改造

的全部资金
。

一些重大的建设项 目
,

如万吨

级深水码头
,

新港 区建设等
,

除仍 由国家统一

考虑(负责水下部分 )安排资金和物资外
,

还

要适当减轻港口企业的负税
,

相应提高某些

收费标准
,

发展综合经营
,

增加港口 收入
。

走集资建港的道路
。

港口建设也 不能单

靠国家投资
,

要寻找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

特

别是向企业和民间集资
。

寻求利用外资建港的途径
。

为了增加还

汇能力
,

除与工业项 目
、

旅游项 目捆起来外
,

应放宽政策
,

允许港区附近的上地出租
,

收

益归 港务部门用作建港资金或偿付基金
;
对

港务部门搞的其他营利事业
,

给 以免税的优

惠条件
。

建议国家在安排外国 长期低 自
、

贷款时
,

实行内贸物资和外贸物资的统 一装卸收

费标准
。

各大小港 日
,

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地

方的
,

是港务部 门的还是货主的
,

实行 同类

货种的同一费率 ; 国家对个别港 口实行的某

些货种的补贴政策
,

也应适用于 J妻他港 日 ;

货物在仓库
、

堆场存放期间的管理费用
,

实

行统一的收费标准
,

这样才有利于各港之间

的竟争
。

实行更加灵活的分 配制度
。

港 LI 作业
,

点多面广
、

条件艰苦
、

管理比较 困难
。

要调

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

在分配政策上必须有

所突破
。

目前
,

一部分港区 已实行吨货工资

含量制
,

效果较好
,

应 该逐步推广
。

!司时在

有条件的地方
,

还应该逐步实行计件工资制
,

或者实行承包责任制
,

以充分挖掘企业和职

工的潜力
。

制定统一的岸线管理法规
。

岸线
,

特别

是深水岸线
,

是港 口城市的生命线
,

应该加

以严格保护
。

为此建议
:

尽快 制定全国统一

的岸线管理法规
,

结合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岸

线范围
,

岸线要有偿使 用
。

六
、

自由港政策

实行自由港政策
,

是上海经济区对外开

放的重大突破性尝试
,

也是建立对 外开放导

向型经济的重要条件
。

根据经济区所处的战

略地位和国际环境
,

以及扩大出 日创汇
,

更

多地吸引外资
,

利用外技
,

加速 四化建 设的

步伐
,

上海经济区应该有 自己 的自山港区
。

( 卜转第 ! 4 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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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
、

远洋船舶等所需装备E L T 的费 用 是 可

以解决的
。

另外
,

装备E L T
,

船上 人 员 只

需学会极简单的操作
,

即可安全使用
,

不需

要人员培训费用
。

( 3 ) 国内已试制出 1 2 1
.

5 兆 赫 E L T
,

近一两年可投入批量生产
,

其生产能力完全

可 以在一
、

两 年内装备大部分海船
,

这可改

善我国海船实发遇险的通 讯和营救工作
。

( 4 ) 建立一个自上而下传递遇险信息

的 R CC 体制
,

可以跳开原有层层转极的繁琐

体制
,

使主管部门直接获得遇险信息
。

这一

遇险信息传递体制的改革
,

可大大加快遇险

信息的传递
,

并为我国进 入F G M D S S系 统

作好管理体制上 的准备
。

( 5 ) 即使 到1 9 9 0年F G M D S S实 施
,

12 1
.

5兆赫E L T 仍可作为引航信标
,

因而 不

会过几年就被淘汰
。

( 6 ) 今后几年可研制生产 4 0 6兆 赫 E -

L T / E PIR B
,

使它与船用配套设备 一 起 发

展
,

为我国逐步进入F G M D S S打好技术 基

础
。

( 7 ) 该系统覆盖两极区
,

加入这一系

统后对我国的极 区考察和远洋渔业的开发有

一定的帮助
。

( 8 ) 以 C O 一 SA 系统的 l引
.

5 兆赫 E L T

入手
,

进入F G M D S S
,

可 在迅速改善 国 内

突发遇险通讯的同时
,

逐步改革遇险通讯的

管理体制
,

通过培训
,

提高人员素质并发展

系统设备
,

使我国在发展 F G M D S S系 统 的

进程中
,

各部分 同步进行
,

可避免片面引进

可能造成的浪费
。

( 9 ) 我国现 已开始研制生产 N B D P
、

D SC 设备并引进卫星船站 的生产线
,

海事卫

星地面站也在计划建设中
,

根据国内基础 电

子 工业 的发展速度及引进 设备
、

人员培训所

需的局期
,

这些船用设备要全部可靠地安装

在大部分海船上使用
,

至少需要四
、

五年时

间
。

而这之前
,

C O 一SA 系统就可以起到 良好

的接续作用
。

(上接第 18 页 )

自由港 区的选址
,

以沿海 岛屿为宜
,

比

较理想的有舟山地区的六横 岛
,

长江 !J的崇

明岛或长兴岛等
。

也可 以与上海市拟议中的

自由港区统一起来
。

开始可以小一点
,

以后

再逐步扩大
。

在实施步骤上 应逐步开放
,

先实行部分

的自由港政策
,

如设立保税仓库 区等
,

以后

再 向出 口加工 区
、

自由贸易区和科学园区等

发展
。

实行 自由港政策必须慎重对待
,

需要国

家立法
,

更要组织力量迸行详细规划
,

在 允

分论证的基础上
,

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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