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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加油站

2020年全国港口数据出炉
疫情影响下全年港口吞吐量

维持正增长

□ 余萍萍

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港口累计完

成货物吞吐量145亿吨，比2019年同期增长4.3%，全国

港口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6亿TEU，比2019年同期

增长1.2%。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全年港口吞吐量依然维

持正增长，可见中国经济增长韧性在增强。在海外港口

吞吐量大幅滑坡的情况下，中国港口在全球排名将进一

步上升。

2020年货物吞吐量方面，全国排名前十的港口分别

是：宁波舟山港、唐山港、上海港、广州港、青岛港、苏州

港、天津港、日照港、烟台港、镇江港。位次上，镇江港首

次杀入全国十大货物吞吐量港口，其他前九大港口保持

排名不变。

2020年中国内地十大集装箱港口分别是：上海港、

宁波舟山港、深圳港、广州港、青岛港、天津港、厦门港、

苏州港、营口港、大连港。排名上，大连港负增长41.7%，

从2019年的第8名下降至第10名，被苏州港和营口港

赶超。

2020年香港完成1796万TEU，同比下跌1.9%，已

被天津港超越。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青岛港、

天津港、苏州港在两份榜单中皆榜上有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二

季度世界经济因疫情冲击跌入谷底，从全球主要经济体

发布的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看，除中国外，其余国家

GDP都出现了大幅度萎缩。中国的集装箱港口则在经

历一季度的停工停产后，二季度逐渐恢复元气、抢抓生

产直至最终冲刺，反应在各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上，最

终实现平稳增长。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逆势“翻红”，冲上4350万

TEU新高峰，连续第11年摘取全球桂冠。主要是由于

上海港大力提升“公改水”服务能级，保障社会企业所需

原材料水路运输通畅；主动推出进口冷藏清关箱异地提

箱服务；试点外贸集装箱“进口直提”“出口直装”；在全

国港口率先推出堆存费用减免等措施，率先落地国务院

专项费用减免政策，确保各项紧急物资港口物流通畅，

与企业客户并肩作战，打通港口“大动脉”、畅通转运“微

循环”。二季度全面进入复工状态后，提出“多做一箱也

是贡献”鼓舞士气，随着中国经济改善势头强劲，货物贸

易增长迅速，上海港迎来了集装箱运输的高潮，7月份创

造多项纪录，最终在四季度掀起冲刺全年生产目标的高

潮，最终连续11年位于全球之巅。

宁波舟山港在6月份首次实现集装箱吞吐量的同比

正增长，在9月底实现年度指标全面翻红，到12月中旬

超2019年全年总量，收获了年货物吞吐量再创纪录、年

集装箱吞吐量首破“2800万箱”、年海铁联运业务量首次

跨越“百万箱”新台阶等一连串新成果。内支内贸业务

持续推进，乍浦线、温州线、大麦屿线等多条内支线箱量

稳中有升，助推宁波舟山港全年完成内贸箱量同比增长

超10%。同时，铁路穿山港站成功启用，宁波舟山港多

个港区直通铁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加强与船公司合

作，在南昌开行中远海运、马士基“一天双班”精品示范

线路，最终实现海铁联运100万TEU的突破。

青岛港则是在疫情影响下，全年都保持稳定增长的

港口。2020年，青岛港共开通新航线20条，外贸航线14

条，全年累计靠离300米以上的大船4600多艘次。“连钢

创新团队”以桥吊单机作业效率47.6自然箱/小时，第6

次刷新自动化码头装卸的世界纪录。

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增幅最大的天津港，2020年

组建了汇集各大港口人才的领导班子，生产业务不断向

上，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8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

环渤海集装箱运量突破1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7%；

集装箱海铁联运突破8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2%……多

项数据增幅位居全球主要港口前列。

苏州港作为集装箱排名前20中唯一的内河港口，位

列全国第八。其中，区域内的太仓港以集装箱吞吐量

521万标箱，是苏州港重要的集装箱生成港。太仓港实

现进口层面“沪太通关一体化”，成为全国率先实现跨省

通关一体化的港口，全年新辟航线6条，其中近洋航线3

条、内贸干线1条、长江内河支线2条，航线总数净增2

条、达到211条（班）。

2021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承前启

后的重要之年。根据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贾大山、

徐迪、蔡鹏《2020年沿海港口发展回顾与2021年展望》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疫情造成的产业

链中断以及跨境贸易行为的限制，使得各国意识到完善

和强化自身产业结构及分工的重要性。各国开始强调

“自主可控”，涉及民生和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重要性进

一步提升。此次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在产业政策和

开放态度上的收缩，对产业链全球化的负向影响会进一

步增强。

2021年，沿海港口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港口货物

吞吐量稳步增长；集装箱吞吐量较快增长，增幅约在

6.5%左右，国际线和内支内贸分别同比增长4%和9%；

大宗散货实现平稳发展（煤炭平稳、金属矿石基本持平、

铁矿石微弱下降，石油和天然气较快增长）；港口建设投

资保持增长势头。

你的新车如何上船你的新车如何上船

今年35岁的冷永政是大连港汽车码头一名商品车滚装船运输员，他的职责是将内贸或外

贸商品车从滚装船内卸载到码头上，再将码头待运的商品车装载到滚装船上。1月29日，一场

大雪过后，船舱内外同样寒冷，冷永政和同事们冒着严寒坚守岗位，争取将这些崭新的商品车尽

快送到客户身边。图为冷永政的工友驾驶商品车驶入一艘在大连港汽车码头停靠的滚装船。

新华社记者 蔡湘鑫 摄

□ 杨 斌

2020年9月21日，中国（湖

南）自贸试验区正式获批。整整

四个月后的2021年1月21日，自

贸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落地”开

建第一个项目，迎来“开门红”。

长沙市芙蓉区商务局局长、

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芙蓉

片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戴静解读湖南自贸试验区暨芙蓉

片区的政策供给，分享建设成果

和创新亮点。

以小搏大 不同凡响

湖南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

119.76 平方公里，涵盖长沙、岳

阳、郴州三个片区，将着力打造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联通长

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

际投资贸易走廊、中非经贸深度

合作先行区和内陆开放新高地。

其中，长沙片区 79.98 平方

公里，芙蓉片区面积1.86平方公

里，是长沙片区最小的板块。如

何让小小板块释放强大发展动

力？芙蓉区立足自身优势，谋篇

布局，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

展之路。

2020年12月22日，芙蓉区

开设湖南首个自贸区“一次办帮

代办”综合服务专窗，成为各大媒

体头条。

戴静讲述了背后的故事。“我

们获批自贸试验区后，不少企业

主动到我们的政务大厅询问，在

我们走访过程中，也多次被问及

注册问题，考虑企业有这样的诉

求，我们第一时间回应，推出这项

服务。”

这极大地方便了前来办理注

册业务的企业：他们可享受到

197项区级办结“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的便利。为了减少企业来回

奔走，芙蓉区将工商、税务、人社、

公安、银行业务并联集成“一站

式”服务，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保

姆式全生命周期服务”。

以小见大 全面布局

不仅如此，在建设自贸试验区

这件事上，芙蓉区做到了三个“聚”。

一是做好聚力。在省、市领

导支持指导下，第一时间成立自

贸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工作领导

小组指挥中心，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组长，建成47个区直部

门为成员单位的“一办四组”协同

作战中心，形成“一周一调度”作

战战术。

二是做好聚焦。确定打造

“高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引领区，中非经贸深

度合作示范区，国际化营商环境

标杆区”总体目标。

三是做好聚新。按照“一主

一特一新”新产业定位，制定企业

准入负面清单、重点招商引资客

商库、项目库，以总部经济、平台

经济为重点，突出对“三类”500

强企业的招引。

企业入驻情况和经营活跃度

可以看做是区域活力的“心跳指

数”。当前，海外经贸、雄狮科技

等一批重点企业项目已在芙蓉区

签约落地。“值得期待的是，作为

湖南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

行区’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

易加工中心的主要载体，非洲特

色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园正筹备

‘开园’。”戴静一一细数，湖南跨

境电商（B2B）示范平台项目即将

落地，外企德科人力（世界500强

人力资源公司）等9个优质项目

企业正在洽谈入驻。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芙蓉

区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精彩新芙

蓉。戴静介绍说，当前，芙蓉区委

区政府明确将自贸区建设规划与

“十四五”规划相结合，提出构建

“一河两城”“三极三区”新格局。

其中，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

芙蓉区跨河东进，打造浏阳河东

经增长的重要引擎，芙蓉区域增

长的重要动力源的历史机遇，正

成为芙蓉区头等大事，举全区之

力推动“一河两城”协同发展。

“我们将从顶层设计层面，引

导和推动重点改革优先在片区试

点、重大项目优先在片区布局、重

要政策优先在片区落地，打造引

领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推动制度创新，着重抓好87

项承接改革事项、对 24项首创

性、前瞻性课题先行先试，力争在

全国打造‘芙蓉经验’。”

基于这样的发展机遇和推进

力度，芙蓉区计划力争实现2021

年片区主要发展指标预期：投资

50亿元以上；进出口总额3亿元

美金以上；税收全口径2亿元以

上；新增市场主体500个以上，含

金融机构2家。

小小片区 有大作为

“根据省市自贸试验区发展

重点，我们明确了打造‘高端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引领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示

范区、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区’的

总体目标，以‘核心区+功能区+

联动区’层次进行功能布局，确定

了‘一主一特一新’的产业定位。”

戴静表示。

“一主”，是指放大中心城区服

务业优势，大力发展以跨境电商、

软件信息、人力资源、标准化产业、

高端商贸（国际品牌消费、跨境商

品展销）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

致力打造高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作为全省传统的区域性金融

中心、商务中心、消费中心，发展

高端现代服务业，芙蓉区有着优

良基因。“芙蓉区楼宇经济、总部

经济高度发达，服务业增加值已

突破千亿级规模，是引领长沙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戴静介

绍，近几年，芙蓉区外贸进出口额

走在全省前列；2019年，电子商

务网上交易额385亿元，全市内

五区第一，外资企业数量居全省

之首（达到144家）。

“一特”是指擦亮袁隆平院士

这一“金字招牌”，发挥作为国内

唯一的现代种业自贸试验区差异

化竞争优势，大力发展农业科技、

生物育种等特色产业集群，致力

于打造国内顶尖、国际领先的现

代农业科技创新引领区。

在发展现代农业上，芙蓉片

区有着不少金字招牌：隆平高科

技园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命

名，是长沙“两山四谷”种业硅谷

建设的主阵地，聚集了湖南农大、

省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近

40家；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

心、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等国家

及省级以上种业创新平台48个；

拥有袁隆平院士领衔的院士6人，

国际国内农业和育种大师近100

名，高级专业研究人员近 1000

名，是全国农业领域科研能力最

强，科技成果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一新”则指搭上中非贸易

“快车”，充分利用对非援助资源，

以中非农业科技交流合作、中非

国际人力资源服务、对非洲可可

和坚果等非资源型贸易、中非国

际标准认证咨询、创新中非跨境

金融产品和服务等为切入点，探

索对非经贸合作新路径，打造中

非经贸深度合作示范区。

“小身板”展“大作为”
——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戴静

分享建设成果和创新亮点

□ 李彦琴

2021年的第一个月，“综保

区”成为四川的一个热词。1月28

日，成都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

绵阳综合保税区、泸州综合保税

区、宜宾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

行，现场共选取25个入区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47.56亿元。至

此，四川构建起了6个成群成势的

集群格局，而成都也成为拥有3个

综合保税区的城市。“十四五”开

局，新一批综合保税区即将投入

运行，目的也很明确——形成拉

动外贸持续增长的新动能。

站在新发展格局的路口，综合

保税区扩围是否能为成都乃至西

部地区外贸发展增添新引擎，注入

新动能？在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

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少伟看

来，在国际经贸环境大变局下，综

合保税区要从实际出发强化功能

和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统筹好国内国际两种资

源，在主动融入“双循环”中实现发

展动能的转换和提升。

别盲目跟风，有特色
才能可持续

蒲少伟坦言，对于新设立的

综合保税区，需要综合保税区的

决策者、参与者和关联方聚焦其

本质特性、主要作用、主导产业，

特别要搞懂“为何设立、拿来干

嘛”这两个问题。

从新设立的综合保税区如

何强化功能产业定位出发，蒲少伟

也给出了三点建议：要把服务国

家对外开放战略任务，区域开放

发展目标，作为综合保税区功能

和产业定位的根本，要有目标有

追求有定力，切忌盲目跟风，为

所不能为；要把精准定位主导产

业与本地比较优势，包括产业基

础，区位交通，资源禀赋，以及科

技人文等优势有机结合，为所可

为；要把中长期发展规划与体制

机制的设计融为一体，做到主体

责任清，运营管理强，招商引资

实，营商环境优，协调配合好，为

所能为。

“在主要功能和主导产业的

定位上，一定要做到有基础接地

气，有特色可持续，有支撑可发

展。”蒲少伟说，每一个新设立的

综合保税区由于区位不同，发展

基础和目标不一，因此就要求城

市从各综合保税区的实际出发去

研究，论证园区发展方向和产业

规划，“有特色才能可持续！”

西部特殊区域集群
竞争优势在哪里

回望 2020 年这一年，一组

外贸进出口数据让蒲少伟印象

深刻：在上海，价值 6948.71 亿

元人民币的境外货物，经外高桥

保税区通报关进口到国内市场，

占 该 区 同 期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75.51%，同比增长4%；在成都，

价值 2995.14 亿元人民币的电

子产品等，从成都高新综合保税

区报关出口到国际市场，占该区

同期进出口值的 54.54%，同比

增长25.4%。

如果将视野从成都扩展到

整个西部地区，不难发现，四川，

重庆，陕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

放的新高地。蒲少伟分析，目前

两省一市已经投入运行的特殊

区域共有8个，2019年共计实现

进出口值10,328.11亿元，是同

期全国特殊区域进出口均值的3

倍。尤其是成都高新、重庆西

永、西安关中、重庆两路寸滩和

西安高新等5个特殊区域的年度

进出口值位分别居全国 132 个

特殊区域的第二位、第六位、第

十一位、第十三位和第二十三

位。“这五个区域已成为我国西

部地区承载国际产业转移的重

要载体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门户

枢纽节点，也是我国唯一可比肩

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超万

亿元外贸进出口产业规模的特

殊区域集群。”蒲少伟表示。

在蒲少伟看来，扩大开放是

综合保税区更好服务双循环的

强劲动力，区域内的城市可以共

同搭建起承载国际化加工制造

业转移的重要聚合平台，构建成

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门户

枢纽节点。

双循环格局下内陆
综保区有何机会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国

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内陆西

部地区的综合保税区怎么融入双

循环，机遇在哪里？

“在双循环格局下更高水平

地参与国际大循环，是内陆地区

的综合保税区的主要任务。”

蒲少伟认为，首先要坚持扩大开

放，在更高质量引外资、稳外企

和促外贸上花力气，务实地做好

稳外企，稳加工贸易骨干企业工

作，保住外贸基本盘。同时，还

要更高质量地稳定供应链，畅通

物流链，提升获取订单的国际竞

争力，要在更高水平地引进国际

和东部沿海地区实体产业转移

项目上下功夫，“在这个进程中，

综合保税区增加货物贸易数量，

提升货物贸易质量的固本强基

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

当然，在蒲少伟看来，在综合

保税区融入和服务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多渠道全方

位的，比如，综合保税区可以为国

内主循环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支

持，创新复制自贸试验区的各项

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通过货物

贸易质量提升和服务贸易业态增

量的双轮驱动，有利于推进对外

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蒲少伟还特别提到，在国际

经贸环境下，部分区域在危机中

萌发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新业

态，比如，电商海外仓、数字贸易、

融资租赁、高端维修、医疗健康、

研发设计和文化贸易等，正在成

长为特殊区域，特别是一些综合

保税区转换动能的增长极。在他

看来，综保区除了是承接国际国

内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还是国

际自由贸易的重要门户枢纽节

点，在主动融入“双循环”中能够

更好实现动能转换。

新格局下的四川综保区如何找准新定位
——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少伟谈综合保税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