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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港口民营

化现状

20世纪70年代，英国

率先掀起了港口民营化

热潮'彳匣快波及欧洲大陆。

1971年英国政府颁布梅

西港口法，将利物浦港

交给梅西港务公司经营

(政府只持20％的股份)．

从而开始了英国港口民

营化进程。1981年英国

政府解散运输港务委员

会，成立英国港口联合

会，具体负责港口民营

化过程中有关港口资产

的出售工作。目前，英

国政府在该联合会的22

个成员港中不再持有股

份。1991年英国颁布的

《港口法》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凡年营业额

在500万英镑以上的港口必须实行民营化。

加拿大对其全国548个港口中的不太重要

的港口全面实行民营化，政府只依据法律对港

口进行必要的监管。政府同私营企业达成协

议，规定在5年期限内港口不得移作它用，若

在此期间港口无法维持经营，政府有权收回。

5年以后，经营者有权将港口作其他用途。在

港口的管理中，政府对人事的限制降到最低程

度，仅将主要限制放在安全和环境保护上，而

将更多的权力留给港口当局。

一向主张港口应由政府严格控制的美国，

也受到民营化的影响。美国港口民营化首先是

在弗吉尼亚国际码头和马里兰国际码头的经营

中强化商业化意识，更多引人竞争机制。港务

局仅以公共的观点执行港口建设、管理、运

营。港务局一般不从事装卸业务，而是将建成

的码头租给船舶公司或装卸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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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南噩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泰国到欧洲的英

国、意大利，从大洋洲的澳

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洲的

阿根廷、巴西，以及中国

内地都在实施港口民营化。

二、我国港口民营化
进程

为了顺应世界港口民

营化潮流，我国在加快港

口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

对我国港口码头，尤其是

集装箱码头的民营化进

程。其中上海港、盐田

港、厦门港、福州港、宁

波北仑港、大连港、连云

港和青岛港等在港口民营

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尝试。如上海港目前绝大多数的集装箱装卸作

业均由上海港务局和香港和记黄埔集团合资的

SCT公司完成。目前参股我国港口建设经营

的外方主要是和记黄埔集团、招商局集团、新

加坡港务集团等国际码头专业经营公司，而国

内的两大航运企业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也在营

口、太仓、锦州、大连、连云港等地合资建设

集装箱码头。我国通过加快港口民营化步伐，

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债务转移到民营企业身上，

这将会大大降低国家用于港口建设的投资，缓

解国家财政压力，也会使企业拥有更多进入市

场参与竞争的机会，从而在经营中获取较大的

利润，并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三、巷口民营化的动因

从宏观经济的观点看，民营化的共同目标

是通过增强市场机能，减消无视市场原理与经

济效率的政府规制，在削减政府支出、提高政

府效率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从微观经

   



济的角度看，港口民营化的目标有：①通过引

进竞争和强化企业经营的责任制约，来实现港

口企业经营机制的彻底变革，提高港口运作效

率；②通过引导民间资金向港口的流人，减轻

公共资金的负担；③通过向民间出售港口企业

的资产，直接增加财政收入；④通过吸引民间

和国外资金，对港口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改

造，提高港口竞争力，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港口民营化的动因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

面。

1．提高港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

政府是国有港口企业最终的债务承担者，

导致企业缺乏严格的财务风险管理动力；由于

港口企业往往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弱化了客户

不满意对企业形成的风险制约。港口民营化则

可以克服上述弊病，推进政企分开，提高企业

效率，改善产业组织．。

2融资需要

港口的建设．运营与发展需要巨额资金投

入，资金不足是港口提供公共服务的严重制约

因素。港口民营化可以广泛吸纳社会资金，为

港口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也成为政府减轻

压力的必然选择。

3．技术进步与管理专业化

民营化是加快港口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的有

效途径。港口产业不断增强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决定了与跨国港口经营集团合作，对于当地港

口进步和管理专业化，对于其融人全球市场至

关重要。

4．自主决策，适应环境迅速

公有公营港口普遍存在着决策时滞问题，

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而港口民营化

可以减少政府干预，使业主能够根据市场状

况，迅速做出决策，赢得主动地位，获取竞争

优势。

四、港口民营化的主要方式

目前实施港口民营化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海洋开发与管理

1．出售资产

将港口或码头直接售予私营业者。有些国

家限定中标的私营企业必须在一定时间后将港

口的股权公开上市，以避免垄断。阿根廷的布

宜诺斯艾利斯港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通过招

标形式分别将几个码头出售给国内外公司。

2．将码头出租给私营业者(包括外资)

经营

可以将现有场地和设备一起租赁或租赁场

地并出售设备，也可以由租赁人投资进行场地

扩建和设备掭置，港务当局只负责监督管理。

跨国海运集团多采用租赁码头方式，一般租期

较长．约在25年～40年之间。这样初期投入

较少。只需对原有码头装卸设备进行更新，改

善管理水平即可。

3．出售股票

将码头的股票公开上市，使之民营化，成

为公众公司。

4．港务当局改制为‘‘港务套司”。成为一

个独立法人实体

新加坡于1997年进行港口管理体制改革．

将原来政企合一的港务局分为新加坡海运与港

口局(MPA)和新加坡港务集团(PSA)。海

运与港口局主要处理港口和海运方面的管制和

技术问题；港务集团由原来的法定机构转化为

一个商业机构，承担港口投资、经营职能。

5．与相关企业、外资单位或私营业主成

立合资公司．以合资方式建设和经营港口

港口当局提供士地岸线、水下设施、后方

集疏网络并折算成股份，合资方提供资金、技

术和设备。一般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合

作经营，共同发展。例如，和记黄埔集团与上

海港务局合作经营上海集装箱码头，新加坡港

务局投资参与大连、南通、太仓集装箱码头的

觳。
6．租赁开发土地

码头经营业主租下一块邻近港湾的土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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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塑堂曼丝垒篁堡
海I
谨I 后负责承担其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全部开发费用。

管J 7．采用BOT方式

理I 即某个私营商投资建设一个项目后，把产

权无偿转交给政府，再由政府以象征性费用租

给原投资者去经营。这是国际上建设新的集装

箱码头比较常用的融资手段，一般经营期限较

长。这样做的益处就是在开发新的港区时可以

顺利解决融资的难题。同时能够在短时期内提

高港口吞吐能力。

五、我国进行港口民营化改革应采取的措

施

港口民营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港口改革的方

向。鉴于我国港口普遍存在着体制僵化、管理

和服务较差、工作效率低等种种问题，我国应

该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港口民营化的实施。

1统一认识。消除认识上的分歧

港口民营化是公用事业改革的一部分，也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国政府部

门，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统一认识：港

口民营化不是“国有资产转移或流失”，而是

有效地克服港口公有公营的种种弊端，减轻政

府财政负担，有效筹集和利用资金，促进港口

发展的重要方式。

2完善立法

现行法律条文对有关公营事业民营化的定

义、民营化范围和对象及转移方式等方面，均

出现缺失。此外，港口法规体系不健全或建设

滞后，执法机构设置不完善，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完成。因此，难以为港

口民营化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有效的政府监

督控制。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积极研究国外

港口民营化的相关立法，为我国的港口民营化

改革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3．建立和完善港口企业的法人制度

按照国家规定，对港口企业的资产、债权、

债务进行界定和评估，核定港口企业法人财产

占有量，进行国有产权登记，确定港口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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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权，真正确立港口企业法人的地位，是

港口企业民营化的首要任务。同肘，应建立和

完善港口国有产权经营制度，政府通过授权或

结合机构改革，组建或明确港口国有产权运营

机构，即代表国家的投资主体，其基本职责是

从价值形态上管理产权，运营港口国有资产并

使其不断增值。

4．规范政府行为，积极推进港口民营化

应该在完善的法律前提下，规范政府部门

的行为，推进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应该从港口

的日常经营中脱身出来，从事投资建设、规

划、维护港口基础设旅和日常管理、服务及远

期规划，对港口进行监督和协调，而把日常经

营运作乃至经营性设施的投资交给私人企业来

做。只有这样，港口民营化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5．应建立和完善港口行业协套

如港运协会、货主协会、装卸协会、港口

工业协会和港口商贸协会等。行业协会是市场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起

着重大作用。港口行业协会应成为政府与港口

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一方面为政府制定宏

观决策作好前期准备，并通过行业内外磋商或

交涉，使决策更民主、科学；另一方面，可起

到协调本行业利益关系、解决内部矛盾．以及

上传下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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