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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整治建设为江阴港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本文在调研江阴港腹地经济、港口

发展、到港船舶的基础上，采用“有无对比”方法，分析深水航道建设从水深 10.5 米整治到 12.5 米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利用江阴通港可查船舶数据、吞吐量数据等基础数据，按照散货船测算深水航道整治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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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是《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项目，一期工程从太

仓荡茜闸到南通天生港，2011 年开工建设，2014 年 7

月建成，将 12.5 米深水航道从长江口上延至南通；二

期工程将 12.5 米深水航道自南通天生港上延至南京新

生圩，2018 年 5 月正式试运行。自此，长江南京新生

圩至浏河口 306 公里的干线航道维护水深从过去维护实

际水深 10.5 米提高到了维护航行基准面（新生圩至江阴）

及理论最低潮面（江阴至浏河口）下 12.5 米，航道维

护水深明显提高，航道条件明显改善，进出港大型船舶

数量和大型船舶的实载率大幅提高，船舶大型化趋势明

显，提高了航运效率和品质，促进了沿江港口的大型化

和沿江产业布局的优化，降低了航运能耗和硫化物排放，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

文以江阴港为例，通过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工程有无对

比，分析长江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二期整治工程带

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2 深水航道整治工程实施效果

2.1 江阴港“十三五”期吞吐量高速增长

1992 年江阴港获批为一类水运开放口岸，江阴港

由江河转运港口逐步向海运市场开放，依靠良好的市场

服务水平，江阴港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外贸钢材

转运中心和江苏省石化产品集散中心之一，2005 年江

阴港吞吐量达到 4278 万吨，在煤炭、钢铁、石油及化

工原料、外贸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撑和促进

了沿江产业带形成以及腹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

随着深水航道建设稳步推进，航道水深逐步增加，江阴

港港口泊位逐步升级，港口货物吞吐量呈现相应的变化。

从江阴港 2006-2019 年港口吞吐量变化分析（见

图表 1），近十五年江阴港港口吞吐量经历了“快速增

长－停滞增长－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十一五”

期，无锡市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沿江开发，确立了

“以港兴城、港以城兴、港城共荣、互动发展”战略，

加快实施了以新港区建设和发展临港产业经济为核心的

临港新城规划。江阴港乘风迎来了发展高潮，申夏港区

建设了 3# 集装箱码头、4#、5# 通用码头、中信通用码

头等一大批公用码头，石利港区新建了奥德菲尔－嘉盛

化工码头、阿尔法化工码头等大型企业码头。尽管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但江阴港在腹地经济快速发展

和港口建设力度加强等影响下，港口吞吐量快速增长，

在“十一五”末实现了突破“亿吨大港”的目标，2009

年港口吞吐量达 1 亿 t，年均增速高达 24%。“十二五”

期，全球经济疲软，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仍未

有效缓解，产业转型升级调整，受上述因素影响，全国

港口吞吐量增速变缓。根据我国交通运输部相关数据显

示，2015 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27.50 亿 t，比上

年增长 2.4%，港口货物吞吐量两位数的高增速期一去

不返。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一期工程 2011 年开工，

2014 年完工，航道水深从 10.5m 提高到 12.5m，但一期

工程只到南通天生港，江阴港并未受到直接利好，因此

江阴港港口吞吐量发展呈现停滞状态，基本保持在 1.2

亿 t 左右水平。外贸吞吐量甚至出现下滑，年均增速大

幅走低。“十三五”期，国家大力推进智慧型、平安型、

绿色型港口建设，沿江各港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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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二期工

程 2015 年 6 月开工，2018 年 4 月建成交工后，南通至

南京段航道水深提升至 12.5m，江阴港凭借大宗散货海

进江“江尾海头”的区位优势、码头专业化等级高等特

点，扭转颓势再次实现了吞吐量的高速增长。2016 年，

江阴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3 亿 t，同比增长 4.73%；2018

年深水航道二期工程试运行后，江阴港货物吞吐量持续

攀升，完成货物吞吐量 1.76 亿 t，同比增长 9.95%，其中，

外贸吞吐量 4397.39 万 t，同比增长 28.36%；2019 年深

水航道二期工程正式运行，江阴港全年累计完成货物吞

吐量 23128.49 万 t，同比增长 31.71%，创近年吞吐量增

幅之最（见图 1）。

图 1  江阴港吞吐量情况变化曲线

从江阴港吞吐量变化与深水航道整治周期的对应

关系来看，一期工程对江阴港直接经济效益影响不大，

二期工程实施为减载吃水达 11.36m 的开普敦型船舶停

靠江阴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江阴港直接经济效益产生

深远影响。

2.2 江阴港到港大型船舶数量倍增

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贯通以后，航道水深从

10.5m 提升至 12.5m，船舶安全航行条件逐步改善，航

道通过能力逐步提高，大型船舶优势逐步显现。深水航

道治理前，受水深限制，15 万吨级船舶仅能在长江口

泊位靠泊，10 万吨级以上船舶需减载或转载进出江阴

港。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建设后，20 万吨级开普型船舶

可以减载乘潮到江阴。

从 2016 年以来江阴港靠泊开普型船舶统计数据分

析：2016 年到港开普敦型船舶 134 艘；2017 年受深水

航道初通利好，航道水深提升至 11.5m，到港开普船数

量出现井喷式增长达到 273 艘；2018 年，深水航道试

运行，江阴港到港开普船数量持续增长，突破 300 艘，

达到 323 艘，同比增长 18.3%。2019 年，深水航道进

入正式运行阶段，到港开普船数量 381 艘，同比增长

18%，较 2016 年增长了 2.8 倍。

3 直接经济效益测算及分析

3.1 直接经济效益测算

直接经济效益指通过深水航道的货物由于航道通

过能力改善，船舶大型化显著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本文

中主要指运输成本的节约。直接经济效益采用“有无对

比”分析方法。“无项目”即 2010 年工程实施前，“有

项目”即工程工期实施过程中及实施后，带来的船舶数

量增加、船舶大型化等增量效益。因数据的可得性，本

次选取了占货运主体的散货船的数据来量化运输成本节

约。

3.2 不同阶段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对江阴港产生的直接经

济效益

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二期整治工程经历了初通

期，试运行期，正式运行三个阶段。初通期是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5 月，将通航水深在每年 4-11 月和 12-3

月期间从 10.5m 分别提高到 12.5m 和 11.5m，以试运行

方式提供船舶利用。试运行期为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全年 12.5m 水深试运行。正式运行期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今。由于整治工程不同阶段的时长不同，为

了有对比地进行分析，下面以航道水深条件为基础，选

2 个典型年分析有项目条件下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第

一阶段初通期，选取 2017 年作为典型年；第二、三阶段，

为二期工程试运行及正式运行期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由于 2018 年非整年，所以选取 2019 年作为典型年。

3.3 散货船节约运输成本

江阴港作为沿江煤炭、矿石中转基地，为沿江经济

腹地发展提供了支撑。长江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开

通前，南京以下航道水深 10.5m，江阴港只能满足 3 万

吨级海轮靠泊，5 万吨级以上大型海轮须大量减载、亏

载运输。并且由于运输组织经济性，80% 船舶在宁波、

舟山、青岛、日照、连云港等港口减载停靠江阴港。深

水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为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供了

空间。

按照船舶的积载，每增加 1 厘米吃水，可增加载货

125 吨，每吨货可为企业节省约 20 元物流成本。深水

航道初通期航道水深最小 11.5m，较无项目的 10.5m 提

升了 1m，初步估算吃水增加 1 米可增加约 1.25 万吨货物，

可节约物流成本 25 万元。2017 年以铁矿石运输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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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吨级开普船直达江阴港。据有关统计，2017 年共

有 273 艘次开普船停靠江阴港，以单艘节约 25 万元物

流成本计算，2017 年为江阴地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约

6825 万元。

南京以下 12.5m 整治工程完工后，南京以下深水

航道全面贯通，航道水深提升至 12.5m，较 2010 年的

10.5m 提高了 2m。江阴港到港开普船井喷式增长。据

有关统计，2019 年共有 381 艘次开普船停靠江阴港，

以单艘节约 25 万元物流成本计算，2019 年为江阴地区

企业节约物流成本约 9525 万元。

可见，进靠江阴港船舶实载量逐步增大，减少了散

货中转量，降低了船舶单位运输成本，物流成本降低明

显。

4 结语

（1）长江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历经 7 年建设，

南京至长江出海口 431 公里的 12.5 米深水航道已全线

贯通，5 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港，20 万吨级开普船可

减载乘潮到达江阴港。这是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与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发

挥重要作用。二期工程为江阴港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

大大提高了船舶通过能力、装载能力，显著增加了到达

江阴港的大型开普船的数量，促进了江阴港货物吞吐量

增长，尤其是外贸吞吐量的迅猛增长。

（2）深水航道二期工程为江阴港带来的直接经济

效益主要表现为通航货运量增加和船舶大型化等带来的

运输成本的节约。据测算，初通期航道水深提升 1m，

2017 年为江阴地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约 6825 万元；完

工后，航道水深较无项目提升 2m，2019 年为江阴地区

企业节约物流成本约 9525 万元，物流成本降低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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