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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港口经济的发展是在从无到有循序渐进中发展起来的。文章首先简单回顾港口经济发展历史；

接着就港口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来解释港口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导致现代港口经济逐渐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中心的原因。文章试图阐释在港口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港口经济本位论的过

程．即阐释以现代港口经济为基础和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形成过程，同时试图为港口经济的未来发

展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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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要素正在

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城市群集聚。

然而这部分的国土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

1．61％，人口占10．08％，经济发展水平却远高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GDP占全国的50％以上，人均

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2倍。进出口总额以及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同类指标总量的70％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占到

全国的l，3左右，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三大区域的

经济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分析三大区域的

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具有的共同特征是自北向南

分布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每一个经济区都分

布着优良的港口群，那么是由于港口群的存在才

使这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吗?导致沿

海地区的经济活力要远远的大于内陆地区的原因

又是什么?现代港口经济可以被看作是区域经济

发展的引擎吗?其实，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我

国，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同样

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萨可什做了一个统计：全球

GDP的50％产生于距海岸线五十英里的范围内。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

程，现代港口经济的发展也是在从无到有循序渐

进中发展起来的，文章首先简单回顾港口经济发

展历史；接着就港口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来解

释港口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导致现代港口

经济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原因。试图阐

释在港口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

代港口经济本位论的含义，即阐释以现代港口经

济为基础和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形成过

程，同时试图为港口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所有部分的发展都受到整体发展的影响，港口作

为区域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阶段

理论和区域极化理论就现代港口经济本位论的

含义进行解释。

一、港口经济的初期发展回顾

港口通常是由人工建筑而成的，具有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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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行、靠泊条件和一定的客货运设施的区

域，它的范围包括水域和陆域两部分。在回顾港

口的初期发展的过程中，笔者将港口的早期发展

划分成以下两个阶段，分别为港口的形成阶段和

初级发展阶段。

(一)形成阶段

在港口发展的形成阶段区域经济正处于传

统社会的发展阶段中，整个地区以农业生产为

主，没有或者极少有现代化工业，生产力水平很

低。当时区域内存在的只是一些停靠船只的码头，

码头也几乎没有人工修建的痕迹。当时的码头分

为内河码头和沿海码头，对照上文对港口概念的

描述，其定义描述中的港口还没有在实际生活中

真正的出现。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把码头视作沿

海地区与其他内陆地区经济的沟通窗口，所以码

头对于地理位置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一些主要的

沿海码头，一般出现在河口或者江口处，因为码头

与周边地区大宗货物的运输沟通的主要途径是内

河运输，所以将码头设置在河口或者江口主要为

的是方便与内陆的沟通，而码头与周嗣内陆区域

商品的陆上运输则是通过人力或者牲畜来完成

的。码头逐渐形成的同时，成为地区间商品沟通的

集散地，周围的商品交易逐渐活跃，为码头周嗣区

域今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也是港

口发展经历时间比较长的一段，从船只被广泛应

用到生产、生活中开始，直到以15世纪末到16世

纪初出现的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化工业的建立为标

志的国际间货物沟通的逐渐增多为止。

在这个阶段港口发展具有如下的特点：第

一，与码头有经济联系区域的范围比较小，仅限

于与江河较近的区域，通过陆运联系的腹地范围

更不必多说。第二，码头与周围区域的联系很

少。第三，码头与周围区域的沟通途径很少。所

以在这阶段码头与周围区域的沟通规模还没有

形成，只是初步形成了以港口为枢纽的内陆地区

与沿海地区商品的流通。

总之，在这个阶段港口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

展，可以说是港口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飞跃，港口

在其自身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作为一个

新生增长点刺激了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区

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二)初级发展阶段

港口的沟通和联系基本建立以后，港口周边

区域社区、市场、交易的存在和发展，科学技术

的进步，使得码头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

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已经从传统社会阶段发展到

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

论，产业结构由以落后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

向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走上了工

业化的发展道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

逐渐扩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此原有的码

头规模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扩大

规模是码头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随着整

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地理大发现和产业

革命的相继出现，对港口一区域以后的发展产生

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第

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为主要标

志，利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科技成果，美国的富

尔敦在1807年制造了“克莱蒙特”号世界上第一

艘轮船，并获得了成功，远洋运输以其通过能力

大、运费低、运量大等优点，从此轮船成为跨国

远距离、大宗货物运输的主角，直到现在。伴随

着轮船的推广应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于是人

们对当时的码头进行了改造，扩大了规模以适应

新的发展要求，按照本篇开始时给出的港口的定

义可以知道，港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在这个阶段港口经济发展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港口与地区间的联系渠道日益通达，使得

港口的腹地向各地不断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推广应用，其他各种运输工具如火车、汽

车、飞机的相继出现，以及公路、铁路的修建使

港口与周边区域的沟通更加便利，联系渠道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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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联系方式多样化，同时与港口周围联系密切

嚣域的范潮也随着交通的通达便利逐渐增大。例

如，19世纪中叶，美国铁路的修建使得纽约港辐

射区域扩大到美国东北部和中北部产业区的14

个娴。第二，港譬的夕}弓|志联力凄逐步显现，港

口在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由于世界市场的

形成和世界贸易的扩大，加之港口和周边区域之

阔联系渠道日益通畅，港西的活动范阐有所扩

展、服务活动领域不断扩大，港口区内开始出现

工业设施如海运、港疆装卸、仓储等，此时的港

口主要运输与工业相关的机器设备、生产原材料

以及产成品等，使得港口有了向周边区域发展

和扩充的机会，港疆初具内弓|外联的麓力。第

三，港口地区在产业结构上、空间布局上开始出

现分工和功熊上的专门仡。港墨戆嚣闻翡经济

地域内部分工加深，区域横向经济联系开始密

切，各地与港口的联系渠道畅通。初步体现出港

蕊与腹地经济上的“一体化”，形成了合理的内

外分工职能。

总之，在这个阶段不难看逛，由予区域本身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进一步加快了港口原有的存在和发展的模

式，区域经济的发袋，遣使港舔设麓的升级换代

和港口相关产业类型的不断增多，港口经济的逐

渐显现是在送域经济魏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港口缀济分析

(一)港口经济发展酚段划分原因

通过上一阶段港口经济的发展，初步一体化

蛉形成，为其进一步商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笔

者之所以将这一部分的论述称之为现代港口经

济分析即港日经济现状分析，是笔者试图在推进

港西经济发展分析的同时结合现阶段我国港甜

及其周边区域的当前发展的情况做出的阶段性

划分。虽然现阶段我国港墨经济发展酶情况不尽

相同，但是大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向下一阶段过

渡的发展过程中，或者刚刚完成过渡的下一阶

段，所以本文将论述的重点放在现状分析和远景

展望这两部分。一方面继续上文对港口经济的发

展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这样对发展阶段进行划分

也使读者更容易把握本文的论述重点，即在通过

简短回顾发展历史之后立足于现状，结合区域增

长极理论对港霹经济的涞来发展方向做出预计，

使实践者更容易把握本文理论的重点，以便指导

实际工作。

(二)塞域经济发展阶莰分橱

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工

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这

一阶段制造煦内部由轻工业发展转向重工业的

迅速增长，进入重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迅

速发展。地区经济得到愚速的发爱，城市化承乎

迅速提高，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像作为支柱产业

的重化工业，作为先导产业的机械电子和电子工

业，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居民服务的轻工业、

耐用消费品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与此同时，世界

范醺凑分工合作穰各醒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

加，对于大宗货物的远洋运输需求也不断增加。

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特征与工业化中期的产业

结构特征基本一致，从缀济发展盼总体上看，目

前我网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

(三)港誓行监分类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港口周嗣各种各样的行

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港口的生产活动领域不断

扩大，行鲎种类不断增烟，眈如海运、港西装卸、

仓储、物流、拆造修船、临港工业(石化加工、机

械加工等)管理、金融、保险、咨询、商业、旅游、

娱乐等。随着港口经济发展时间的推移以及港口

经济涉及行业特征的不同，其他研究者对这魑在

发震过程中先纛出现的行监形式进行了分类，当

然这嫂行业中的一部分融经在分析港口经济的初

级发骚阶段时有所涉及，分类如下：酋先出现的是

在前文中提到的，由港翻的存在宣接产生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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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如海运、港口装卸、仓储等，此时的港口主

要运输与工业相关的机器设备、生产原材料以及

产成品等。然后随着运送的物品种类数量的增多，

以及工业发展对城市经济的促进，还有企业发展

本身的需要，港口的规模不断地扩大，产业链的进

一步延伸，综合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逐渐的又有

其他依赖港口及共生产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依

存产业，如拆造修船、临港工业(石化加工、机械

加工等)。此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共生产业

和依存产业的不断发展，与他们联系紧密的相关

服务业，比如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业、商

业、娱乐等都会快速发展，这些产业被称之为港口

的关联产业，具体分类如表l所示。

港口直接产业具有强大的产业链延伸能力。

表l港口产业分类

在直接产业中，共生产业是“基础产业”，围绕共

生产业衍生依存产业，而依存产业的出现改变了

港口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即由原来的单一

运输产业功能，转变为集运输和工业为一体的综

合产业区。在共生产业和依存产业的共同作用下，

直接产业通过上游、下游和横向的产业联系衍生

出为港口提供各种服务的第三产业。港口各产业

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港口产业链

群”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港口产业链群”，

对周边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生活、就业结构、经济活

动、土地利用等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

在这个阶段，港口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港

口产业形式成多样化发展，直接产业与关联产业

并存，建立起以港口为龙头的现代化大交通、物

流、临港工业和综合服务体系，促进了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实力的壮大也支持了

港口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

展。其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港口功能发

生了全新的变化，它成为物流配送、运输、存储、

港口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分拨、物流信息处理

等全方位及综合服务中心，是联接世界生产与消

费的中心环节，同时也是区域乃至国际性的商务

中心，为用户提供方便的运输、商务、保险、金

融、信息服务。第二，港口与腹地间的联系渠道

已实现多样化，并且物流在港口和区域之间通畅

无阻。由于区域经济发达，区域通过港口和区外

和国外的贸易量大，对外联系相当密切，形成了

以港口为纽带的与外部互补性很强的货物、资

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流动。第三，区域内部及

其与港口之间分工体系已经发展成熟，内部经济

联系很密切，已形成了统一的区内市场。而且港

口一区域产业结构和地域布局在已经优化的格

局下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内部要素形成了高度集

约与优化的统一体。

(四)现代港口经济较以往港口经济的优势

以往港口经济中所依托的产业就上文表l所

示仅有直接产业中的共生产业如海运、港口装卸、

仓储、货物运输和部分的依存产业如拆造修船。

图1以往港口经济发展示意图

注：港口经济在港口直接产业的支持下，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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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现代港口经济发展示意图

注：港口经济不仅受到港口直接产业的支持，同时受到关联产业

的支持，使港口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基础更加稳固

在现代港口经济中不仅包含以往港口经济

的全部产业而且又增加了关联产业，而关联产

业如表l中所述，主要涉及的是第三产业，这些

临港第三产业虽然是在港口经济的发展中才出

现的，但是像其他第三产业一样，他们的发展大

都是灵活的、不受港口地域的限制，随着临港第

三产业的不断成熟，受第三产业带动和辐射的

区域面积将不断扩大。港口经济的发展有这些

临港第三产业的支持，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

心的地位更加稳固，港口经济发展基础也更加

坚实，港口经济以更加迅猛的发展势头带动区

域经济前进，现代港口经济本位论逐渐形成。

(五)本阶段港口经济发展特点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港口逐渐成为区域

发展的基础和中心，是区域内运转、工业和商业

的中心。港口是整个区域经济增长最活跃的部

分，在它的拉动下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处在这个

时期的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远大于内陆地区，成

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

三、在区域极化模式下的港口一区域发展展望

在对港口经济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以前，首

先从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港口产业的演变和发

展以及区域极化理论方向出发，从理论上逐个分

析港口、区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中找到相似

点，归纳出港口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

首先分析区域发展的背景，随着经济发展的

推进，区域经济进人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根

据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是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增长，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主要贡献者，其中第三产业中的新兴服务业的发

展速度尤为突出，也就意味着港口产业分类中的

关联产业在这一阶段将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环

境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港口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从港口产业的演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

也能得到和上段类似的结论。随着港口产业的

不断发展，在地域空间上表示为，围绕核心港

口呈现类似同心圆一样的波浪式扩张，从里到

外依次为共生产业、依存产业、和关联产业，

而且不同产业的空间扩张能力是不同的，与港

口的关系越密切的产业对港口的依赖性越强。

摆脱港口的空间扩张能力就越弱。一般来说，

关联产业的扩张能力要大于共生产业和依存

产业。由此得到结论，当港口带动经济发展到

一定程度，直接产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以后，关

联产业必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而且在关联产

业逐渐成熟以后，港口经济引擎逐渐由港口向

港口的关联产业进行过渡，同时随着关联产业

的不断壮大港口辐射区域的范围也将不断地

图3港口产业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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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三)区域极化理论分析港口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 按照区域极化理论所述，在地区经济发展之

初，应该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区域优先发展，将

公共投资适当的集中于此，通过其他各种政策的

制定，鼓励和扶持该区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

展，港口所在区域逐渐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中

心，起到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由于

港口这一增长极的出现，必然使区域经济的发展

形成一个二元的空间结构，即将经济系统空间分

为受到港口辐射的区域和受不到港口增长极拉

动的区域，受到辐射的区域发展条件好，经济效

益高，处于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而受不到辐射

的区域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

配地位。而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由

发展条件不好的区域向发展条件好的区域发生

转移，那么在经济发展之初，这种单极拉动的二

元经济发展结构将十分的明显。这在经济学家威

廉姆逊(J．G．wili锄son)在1965年提出的倒u模

型也可以得到理论支持。

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G．wili锄son)通过收集

1950年24个国家的区域所得、人口资料计算后

研究提出了的倒“U”模型，即区域的差异程度随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成倒u型变化。倒

“u”模型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之初，区域成长的

差异将会扩大，地区倾向不平衡成长。之后随着经

济成长，区域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发展成熟

之后，区域成长差异逐渐缩小，趋于均衡发展。

在经济发展期间区域间的不均衡和均衡是

通过两种效应实现的，分别是：扩散效应和回流

(吸收)效应又被称作渗透效应和极化效应。扩散

效应或渗透效应是指所有那些导致发展刺激向空

间扩散的机制，它对相邻的区域形成积极的推动，

把发展的刺激在空间上向外扩散。相反，回流(吸

收)效应或极化效应指积极的发展刺激本身对它

的周边施加了消极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地区更加

魁
翻：!
瞅
榭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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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0经济发展水平

图4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差异程度

繁荣，吸引了周边地区的竞争要素，使周边地区的

发展遭到破坏，强化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当扩散

效应小于回流效应时，区域差距拉大，出现了非均

衡的发展情况；当渗透效应大于极化效应时，区域

差距就会缩小，发展也进入均衡状态。

所以在经济发展之初二元经济发展结构显

著的现象符合倒u模型中的论述，即在经济发

展初期地区间不平衡差异将会被拉大。

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而且注意到区域经

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两极化差距的加大，而是

趋于均衡，这种发展趋势可以从倒u模型中找

到理论依据，即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成熟以后，成

长差异逐渐缩小，经济趋于稳定发展。在经济趋

于成熟期间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的干预，来控制

影响差距大小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通过扩大

扩散效应和减小回流效应实现均衡的发展目标。

而且这种由开始时的不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的

转变，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倒u模型中也通

过实证研究证实。如何实现扩大扩散效应减少回

流效应，政府在指定政策的过程中必然要结合地

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在区域发展进入工业化

后期发展阶段后，第三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第三产业

的发展不像港口的发展那样受到地域的限制，结

合政府缩小由港口单极拉动形成的二元结构之

间的差距的政策导向，必然也会鼓励和扶持第三

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成熟后打破原来的单极

发展模式形成以第三产业多种行业为主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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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拉动模式。

(四)总结并预测港口经济发展方向

因此，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关联产业的

迅速增长，将使其最终取代港口在上一阶段增长

中心的位置，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同时，容

易看到，港口的关联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后，并不像港口一样受到地域的发展限制，关联

产业大都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产业内部行业形

式的多样化和其发展地点选择的灵活性，使其辐

射能力不断增强，辐射范围也会更为广阔，并且

将使原来的由港口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单极拉

动的增长模式变为由第三产业承担的多极发展

格局。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

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制造业内部由资本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变，第三产业增长对地

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更加显著。结合实际发展情

况可以从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港口城市的发展可

以看出，港口经济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类

型，即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不一定是港口城市，

即使在国土经济分布受到沿海平原和港口最大

约束的日本，“大进大出”的沿海港口工业已经

开始让位于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制造业部门和

服务业。

厅忑面丽雨磊网[j冷I堂二生垄垦 l匕=◇L——⋯
l I．港口形成带动区l I III．港口本位论形成，成为l
l 域经济发展 l 区域经济增长中心

Ⅳ．第三产业取代港口成为区域经济增挺

中心，由港口的单极拉动变为由第三

产业承担的多极拉动发展格局

图5港口发展方向示意图

这样港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随着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推进发生着改变，由

港口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心，逐渐被港

口关联产业的崛起所替代，最终发展为第三产

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多极拉动发展模式的一

个过渡。

(五)对我国港口经济发展管理规划带来一

些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以期对我国港口经济发展管

理规划带来一些启示，虽然在一定发展阶段港口

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但是在制定

地区发展政策时不宜过分强调港口在区域发展

中的作用，过于重视扶持港口发展，忽视了临港

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首先在现阶段临港第三产业是支撑港口

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基础，其次随着

港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将接过港口作

为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接力棒，代替港口成为区

域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第三产业将不再受到区

域地理条件的限制，以星火燎原之势带动更加广

阔的地域经济的发展。

因此港口的发展不过是为关联产业乃至周

边区域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做铺垫，在工业化中

级阶段港口作为区域的增长极拉动港口直接产

业和关联产业的发展，为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第

三产业的腾飞做准备，而且这也符合区域经济

增长阶段论中。工业化后期以第三产业为主的

经济增长方式。现阶段中港口起到的增长极作

用不过是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

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束，港口作为区域经

济增长极的使命也将结束，区域经济也将由港

口作为单极拉动向第三产业崛起后的多极化模

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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