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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港集团向世界一流强港阔步迈进
成苏炜

( 辽宁港口集团，辽宁 大连 116000）

2019 年 1 月 4 日，招商局集团、大连港、营口港三强联合，

辽宁港口集团（以下称“辽港集团”）破茧而出。同年 1 月

29 日，辽港集团年会指出了未来三到五年的核心任务：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通过加快改革创新、加速融合发展，力争

打造世界一流强港。2019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要打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国际海港枢纽，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与

辽港集团核心任务及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目标不谋而合。

成立一年多以来，辽港集团从优化顶层设计到提升业务实力，

从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到推进港口信息化建设，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全方位提升港口综合服务水平，不断向世界一流强

港阔步迈进。

1 明确目标，持续优化顶层设计
经过了一年的砥砺前行，辽港集团对于确定未来的前进

方向有了更为具体的实践经验。今年 1 月 22 日，辽港集团

2020 年年会进一步明确、优化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思路，

即以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愿景，以实现健康发展、建设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为目标，实施高效服务、改革创新、东北亚

三大战略，构筑码头运营、智慧港口平台、供应链服务、综

合开发四大主业，推动资源统筹、业务深耕、改革深化、创

新转型、航运中心建设五大工程，全面提升战略管控、运营

优化、财务管理、资本运营、人才建设、风险控制六大能力，

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辽港集团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落实战略思路，辽港集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全面部署新的工作任务：强化港口主业稳定增长，提升服务

扩大市场，统筹优化区域协同，深入开展质效提升工程，扎

实推进战略规划编制，持续优化管控模式，聚焦科技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强化风险管控，推进合规体系建设，完善人才

队伍，落实安全环保责任，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一些列“实

招”“硬招”为完成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夯基垒土。

2 促进融合，释放协同发展推动力
自成立以来，辽港集团着力在融合发展上下苦功，重点

突出“小总部，大产业”组织架构，实现总部一体化集中统

一管理，进而充分释放整合优势，加强各区域公司之间的业

务协同，统筹制定货源转运方案，综合考虑全程物流成本、

各港区各自优势等因素，形成分工合理、错位发展的科学布局，

有效提升多元化盈利能力。

此外，辽港集团积极与招商局集团兄弟单位协同联动，

实现共赢发展。与招商财务、招商银行、招商租赁开展业务

合作；与招商轮船携手建立危化品运力共享体系；与招商港

口合力构筑“南北互动”物流通道，开通鲅鱼圈至漳州、汕头、

湛江、虎门 4 条内贸集装箱航线，开通“营口——漳州”“大

连——蛇口”粮食班轮航线，开通“营口——麻涌”钢材航线，

不断扩展港口辐射范围，有力助推了辽港货源增长。

2019 年，在辽宁口岸吞吐量同比降幅达 18% 的背景下，

辽港集团逆势上扬、跑赢大市，货物吞吐量同比增幅近 4 个

百分点。今年一季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辽港

集团多个货种实现逆势增长，煤炭吞吐量同比增幅超过 3 成，

营口港外贸进口冷藏箱同比增长超 600%，各港区作业纪录不

断刷新。

3 加速开放，做好融入全球经济大文章
为实现世界一流强港愿景，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辽港集团积极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践行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大力拓展外贸集

装箱航线网络，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发展。2019 年全年至今年

一季度，辽港共新增集装箱外贸航线 6 条，累计已有集装箱

外贸航线 86 条，航线网络覆盖包括欧洲、非洲、日本、韩国、

朝鲜、东南亚等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东北地区外贸

集装箱转运市场占有率高达 97%。

中欧班列是辽港集团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

推进区域开放的重要载体。3 月 17 日，辽港集团成功开通首

条通辽内陆港直达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的中欧班列，进一步提

升了内蒙古通辽区域开放水平。3 月底，通辽内陆港已累计发

运中欧班列 11 列，发运海铁联运重箱 3800 车。今年 4 月 2 日，

由辽港集团与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合作建设的全俄最大物流

中心场站——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设立海关，标志着

该场站向着中欧班列枢纽迈出关键一步。

冷链物流是辽港集团外贸专项物流的代表性业务，目前，

大连大窑湾冷链物流园已发展成为国内沿海规模最大、功能

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冷链物流中心。在辽港冷链物流平台的

带动下，2019 年，大连口岸冷藏箱量同比增长超过 10%，其中，

香蕉进口量位居全国第二，水产品国际中转量稳居全国第一。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港口国际影响力，辽港集团着力发

展邮轮及国际客滚业务，2019 年共接靠邮轮 39 艘次，同比增

幅近 15%。

4 科技引领，点亮智慧港口“技能树”
在当今信息时代背景下，辽港集团准确把握科技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机遇，深入贯彻招商局集团“科技引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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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推动智慧港口建设落地。2019 年，

辽港集团共完成 588 项科技创新成果梳理，提炼 32 项成果进

行推广共享，获评交通部重大科技成果一项，中港协科技进

步一等奖一项，列入辽宁省交通科技项目计划一项。

2019 年，辽港集团“区块链电子放货平台”荣获中国物

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优秀案例，这是世界上首次将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港口提货场景。2019 年 10 月，辽港集团大连

港“壹港通”智慧物流跨界服务大平台竣工，实现了港口业

务体系的数据协同与客户服务的精准匹配。今年 1 月 19 日，

大连集装箱码头智能堆场上线运行，成为东北首个自动化集

装箱堆场，多类型混合作业效率达到 21.7 自然箱 / 小时。3 月，

辽港集团在推动大连口岸实现提货全流程电子化操作的基础

上，全面推行出口电子放箱平台，为大连口岸数字化转型升

级注入强劲动力。未来，辽港集团将继续努力打造具有辽港

特色的“网上辽港”“数字辽港”“智能辽港”三位一体平台，

不断开发新的智慧辽港“技能点”。

5 提升服务，投身抗“疫”大潮责无旁贷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辽港集团作为国内

最大的港口企业之一，港区点多面广、业务种类齐全、内外

贸航线众多，是承载着国计民生物资运输的重要物流节点，

为国分忧责无旁贷。为打通国内外防疫、民生物资转运通道，

辽港集团从强服务、提效率入手，建立 18 条防疫物资“绿色

运输通道”，保证防疫物资优先、优惠、零待时集疏港。今

年一季度累计转运各类防疫物资 5.5 万吨，并实施系列费用减

免措施，累计为广大客户节约物流成本 800 余万元。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通畅原料、

产品运输渠道，辽港集团下属区域公司“各显神通”，充分

利用各自货种、区位优势，谋划全程物流方案，提高运输效率，

提升服务质量，在粮食、化肥、杂货等复工复产物资转运中

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辽港集团还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承担对外援助、

外贸出口防疫物资的转运任务，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

今年 3 月末，援助韩国的近万件防疫物资在辽港鲅鱼圈港区

顺利发运。自 3 月以来，每周都有超过 5 万件防疫物资经辽

港集团大连港区发往日本，帮助日本人民对抗疫情。在助力

全球抗“疫”中，辽港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

评估比雷埃夫斯港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枢纽港的影响

鲁阳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1 介绍
中国政府于 2013 年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该计划主

要是一项区域经济一体化计划，覆盖 65 个国家，这些国家人

口占世界的 70%，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0%，占世界能源

储量 75%。它旨在与欧洲加强合作，改善和重建 " 一带一路 "

贸易走廊沿线的交通网络。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将穿越南

海、印度洋和地中海，覆盖东南亚和南亚，并延伸到撒哈拉

以南非洲。陆路和海上航线最终将中国横跨亚洲和非洲，与

欧洲连接起来。

随着 " 一带一路 "（OBOR）倡议的提出，许多中国班轮

船公司开始更加注重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物流重组。根据这一

摘　要：中国于 2013 年提出 " 一带一路 " 倡议，影响了现有的航运服务网络。本文提出了一种经济性和有效性评价

模型，分析以比雷埃夫斯港口作为枢纽港对汉堡、鹿特丹等现有枢纽港的影响。利用中欧货运物流的真实数据计算比

较航行时间、港口吞吐量、燃料消耗、碳排放和运输成本几项指标来获得新海上丝绸之路对中欧航运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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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有一个重要港口对目前的运输网络产生了重大影响，

即比雷埃夫斯，它不仅覆盖南欧和地中海地区，而且包括东

欧地区和西欧枢纽港的腹地（Yang 等，2017）。比雷埃夫斯

可能会取代一些现有的枢纽港口，例如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高

海的意大利港口，特别是如果比雷埃夫斯通过铁路与欧洲中

心相连（Fardella  E 等，2017 年）。 因此，中远于 2016 年与

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签署了特许协议，持有 67% 的股份。中远

集团将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比雷埃夫斯的建设，" 使比雷埃夫斯

成为南欧最大的中转港 "。在此背景下，运输活动将相应发生

变化，因此有必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现有服务，

如果比雷埃夫斯被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枢纽港，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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