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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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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扬州港将长江、京杭大运河黄金交汇点的优势转化为江河联运枢纽港口经济发展新动能，对扬州港口经济高质

量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研究发现，扬州港口仍存在一体化改革推进不足、港口治理体系不健全、港口产业园区结构

单一等问题。因此，提出加快港口建设、推动港口转型、扩大港口功能、保护港口生态环境等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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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扬州地处苏中腹地，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就以

漕运中心闻名于世。境内拥有长江岸线 80.5 公里，大

运河河道 151.3 公里，水运航道条件得天独厚，港口经

济历史悠久。2019 年 2 月，党中央提出统筹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的重要指示，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再次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一重

大决策。由此可见，推动扬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认

真落实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按照统筹规划、远近结合、合理

开发、有效保护的原则，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强岸线

资源整合与集约利用，推动扬州内河港高质量发展。

2 扬州港口经济发展概况
2.1 港口规划取得新进展

2019 年以来，扬州市港口管理局对扬州境内港口

进行了分类规划。对于内河港，编制了《扬州内河港总

体规划（2019 － 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并

已获江苏省政府批准，《规划》划分了扬州境内各港区

区域并明确功能定位；对于长江港口，开展了《扬州港

港口岸线整合利用五年规划》与《扬州市长江码头布局

规划方案研究》的编制工作，有效规划以扬州港为代表

的长江港口。扬州市港口管理局在注重对岸线资源使用

统一规划的同时，还坚持深水深用、集约利用的原则，

保护和有效利用港口岸线资源。加大对原有码头进行提

档升级的力度，扩容改造，设备更新，提升港口吞吐能

力，加快推进相关港口岸线功能调整和资源整合步伐。

2.2 港口经营稳步推进

2019 年扬州港口货物吞吐量 13917 万吨，同比下

降 1.5%；集装箱吞吐量 52.0 万标箱，同比增长 2.3%。

2015 至 2019 年扬州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总

体稳定，缓步上升。港口建设方面根据扬州市港口管理

局报告，2020 年 4.5 亿元，其中，仪征港区仪征港务

码头工程投资 3 亿元，扬州港区中航宝胜件杂货码头工

程投资 1.5 亿元。

表 1   扬州各区域港口规划

港区名称 功能定位 港口岸线长度 性质

扬城港区 原材料、能源、件杂等物资中转为主，为扬州市区大宗散货和
企业物资提供运输和仓储服务 3760 米 公共运输服务和临港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性枢纽港区。

宝应港区 大宗散货、件杂运输为主，为宝应县所需物资运输提供服务 4680 米 公共运输服务为主、兼顾临港工业发展的枢纽港区

高邮港区 工业原材料及产成品、矿建材为主，兼顾集装箱运输，为高邮
市所需物资运输提供服务 6143 米 服务临港产业及腹地物资中转运输的枢纽港区

江都港区 大宗散货、件杂运输为主，为江都区所需物资运输提供服务，
并为周边地区物资中转运输提供服务 3010 米 公共运输服务为主、兼顾临港工业发展的枢纽港区

仪征港区 大宗散货、件杂运输为主，为仪征市所需物资运输提供服务 500 米 公共运输服务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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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9 扬州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图 2   2015-2019 扬州港口货物吞吐量

3 扬州港口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港口一体化改革推进不足

港口是水路运输物流链、供应链上的枢纽 [1]，形

成港口经济一体化需要统筹规划港口岸线，政企合作，

综合利用港口资源。扬州港口大都停留在物流发展的第

一阶段，即“运输 + 转运 + 储存”[2]，拥有传统的货运、

转运和仓储功能，但其商务功能、信息功能、中介功能、

金融功能尚待进一步开发。需要向集资金流、商品流、

人才流、信息流于一体的综合物流阶段发展，努力形成

自己的港口物流经济圈。目前，扬州的港口物流企业有

江苏省扬州港务集团、扬州远扬国际码头、扬州新港物

流、扬州海昌港务、仪征市长江货运等，物流企业总体

规模较小，大多只能提供传统的运输和仓储服务，部分

企业信息化程度不高，难以提供一体化的物流服务 [3-4]，

尚未形成江河联运枢纽港口功能 [5]。总体而言，扬州港

口企业经营效益不佳，以普通货运为主，集装箱航线匮

乏，外贸进出口货箱可用航线无法满足扬州本地外贸企

业总需求。

3.2 港口治理体系有待提升

扬州目前的港口治理采取各个区县分治的模式，通

过各地港口管理局进行专项行动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综合调查的形式来排查安全隐患，总体安全监管压力巨

大。部分县、区的管理机制尚待完善，港口执法力度不

足、执法质量不高。在推进系列除隐患防事故、安全生

产大检查、危险物品技术检测等专项整治活动中，依法

整治、强化监管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同时，还存在

职权交叉，相互影响，管理力量薄弱等问题。

3.3 港口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扬州目前的港口产业园区以船舶制造、机械制造、

机电装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除汽车产业园、化学产业

园之外，大部分园区的专业化水平并不高，且存在产业

同构、工业园区定位重叠等现象。除此以外，对比江苏

省内沿江各市，扬州港口产业园区承接国际资本力度不

强，外向型经济发展不充分，吸引外商投资规模总体较

小。

4 扬州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
4.1 加快港口建设项目推进

内河港口的提档升级离不开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

支撑，加大对于港务码头工程的投资力度 [6]，推动沿江

港口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对此至关重要。一是需要政府

帮助企业尽快完善前期各项报批手续，进一步加大对接、

协调力度。同时，注重相关工程的品质，重点打造高品

质项目，完善品质工程创建机制，确保施工标准化、透

明化、绿色化。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港口规划，加快岸

线资源整合 , 取缔非法小码头，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4.2 优化港口经营布局

2013 年扬州出台了《关于加快扬州港“亿吨大港，

百万标箱”建设的实施意见》，围绕这一目标，结合港

区功能定位，各港区之间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优势互

补。以扬州港务集团为投资运营的主力，充分发挥其作

用，抓住机遇，推进国有港口企业整合，促进优质港口

一体化经营。除此之外，可从供给侧入手，引进先进的

港口设备和经营理念，积极开展对老旧码头的改造，努

力升级装卸技术，推动闲置舾装码头转型，提升扬州港

口的现代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能力。

江苏省政府 2014 年出台了《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

划》，规划中就已提出利用长三角以及中西部的区位优

势 [7]，城市联手共建长江航运物流中心和区域性金融商

业中心 [1]。扬州应以此为契机推动区域合作，加快与南

京、镇江跨江融合发展步伐。

4.3 推进港口功能升级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愈演愈烈 [8]，扬州港口应加

速信息化平台建设和物流业务信息系统建设 [9]，提高水

运信息共享程度，实现扬州境内跨区域、跨企业、跨部

门的信息服务。除传统的货运、仓储业务外，积极开拓

港口作为交通枢纽的金融、中介、资讯等现代服务业务，



42   CWT 中国水运  2021·02

提升港口的附加值。同时，充分利用临港经济区的优势，

积极构建电子商务物流体系 [10]，发挥水运运量大、价

格低的特点，打造大宗货物物流快线，支持电商企业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港口物流业联

动 [11]，提升港口货运吞吐量。挖掘大运河文化遗产价

值 [12-14]、生态旅游资源潜力，实现文化创意产业 [15-16]、

文化旅游业与江河联运枢纽经济协调发展 [17-18]。

4.4 提高港口生态保护水平

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环境的保

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扬州港口的生

态环境保护主要需要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是强化港区

堆场粉尘综合治理，在现有的沿江港口粉尘在线监测系

统基础上，完成京杭运河和其他内河干线航道沿线港口

粉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二是注重港口码头水污染防治，

确保全市港口码头的污水纳管或污水自处理达标，提高

散货码头的中水回收利用率。三是加强港口船舶污染防

治，切实推进船舶污染物监管电子联单制度，严格把控

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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