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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发挥区位优势，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抓手持续发力，实现港口相关产业联动发展是无锡港口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经研究发现，虽然无锡港口经济发展有各港区功能定位明确、政策支持保障、发展潜力巨大等发展

优势，但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老旧、船舶排放污染严重、物资运输功能单一等问题。因此，提出智慧港口建设、绿色航

运建设、多产业联动发展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港口现代化、绿色化、规模化发展，为无锡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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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锡主动对标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目标 [1]，提

高交通枢纽发展站位，从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战略出发，系统谋划交通枢纽发展，加强与周

边城市群综合交通链接，发挥无锡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在

江苏省的示范引领作用，当好全省交通枢纽高质量建设

的排头兵和领跑者。作为无锡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

部分，港口发展为无锡城市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港

口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无锡沿河文化创意产业 [2-3]、文旅

融合 [4-7]、文化遗产产业化 [8-9]、港口物流联动发展 [10-11]

奠定基础。因此，基于无锡港口经济发展优势，剖析无

锡港口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无锡港口经济高质量

发展相关策略，以期通过港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无

锡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

2 无锡港口经济发展优势

2.1 各港区功能定位明确，区位优势显著

无锡港分为江阴港和内河港两部分。江阴港作为长

江干线江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之一，港口发展成果显著，

于 2009 年实现“突破亿吨大港”，2019 年成功突破 2

亿吨大关，运输干杂货和液体散货较多。作为全国 28

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无锡内河港包括城郊、惠山、锡

山、宜兴和江阴五部分港区。各港区功能不同，定位清

晰明确。重点运输能源、工业原材料、产成品及矿建材

料。由于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无锡港成为区域运输枢

纽，通过与上海港的衔接，更好地提供国际物流服务 [12]。

表 1  无锡各港区功能定位

港口划分 功能定位

江阴港石利港区
为无锡、常州、江阴等地化工企业所需的化工原料和产成品提

供运输和中转服务，同时服务于后方临港工业的开发。

江阴港申夏港区

大型综合性公用港区，重点发展集装箱、杂货和散货运输，依

托港口资源发展临港产业、物流业，同时服务后方工业区的开

发。

江阴港黄田港港区
综合性深水港区，以城市生活物资、洁净类杂货和部分集装箱

运输为主。

江阴港长山港区
以临港工业服务为主，同时为华东地区的石化企业所需的石油

及制品、液体化工提供运输和中转服务。

内河港区

为全市范围的内河集装箱运输、大宗货物铁公水转运等提供集

散服务，相应发展旅游客运；为无锡城市发展和工业园区原材

料、产成品提供运输服务。

2.2 各港口经营状况良好，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无锡经济发展，产业布局逐步调整，近五年来，

各港口经营状况良好，无锡港口经济稳步发展。2020

年无锡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 31599.49 万吨，较上年同

比增长 9.9%，2016-2020 年无锡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稳

步增长。2020 年无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55.72 万标箱，

同比下降 4.9%。虽然无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近两年

稍有下降，但近五年总体保持增长水平。无锡持续推进

特色内河集装箱港建设，充分发挥水运优势，港口枢纽

效应不断放大。2020 年江阴港加强与上海洋山外高桥

港等周边港口合作，不断加大航线密度，完成货物吞吐

量 2.56 亿吨，同比增长 10.8%，创历史新高，港口经济

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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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2020 无锡港口货物吞吐量

图 2  2016-2020 无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2.3 港口经济发展备受关注，政策力度较大

自 1992 年江阴港成为国务院批准开放的国家一类

口岸，无锡港口体系初步形成，港口经济发展受到全面

关注。近年来无锡相继提出构建水运绿色通道，着力完

善干线航道网，通过推进锡溧漕河等项目，完善港口功

能，同时开工建设 5 个港口项目。加快建设各类有形枢

纽如空港、海港、高铁、陆港等，培育壮大特色枢纽产

业集群，进而实现“交通圈”向“经济圈”转变。全面

合理规划港口行政管理工作，提升港口综合治理效能。

确定各港口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改造、维护和建设的工作

目标，争取港区环境做到“四无六净”。 2021 年 3 月

4 日无锡市港航工作会议明确了聚力打造“六个港航”。

无锡市政府对无锡港口总体发展进行系统谋划，涉及港

口总体规划、港口物流 [13]、物联网信息枢纽 [14] 等政策

的出台，给无锡港口经济发展予以坚实的制度保障。

3 无锡港口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港口现代化建设要求

虽然 1992 年以来，政府非常重视无锡港口建设发

展，大量资金投入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后，码头靠泊能力，

港口装卸能力，长江海轮检疫能力等各方面均有显著提

高，但是过去建成的口岸库房、口岸场地、口岸监管设

施等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当下建设现代化港口的迫切需

要。相对落后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不完善的口岸配套设施

降低了港口装卸效率，耗费大量人力，窒碍港口经济发

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15]。同时，通过财政拨款

的传统做法支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已无法满足资金

需求，相关部门应积极寻求多渠道以创新方式融资。

3.2 船舶污染排放无法实现港口绿色化建设转型

面对当前港口安全环保发展的需要，大量问题如游

船拆卸过程中石油溢漏、船舶运行中排出生活污水和生

活垃圾、港内炉窑废气排放、装卸过程中粉尘漏撒、港

口机械运输车辆装卸作业时产生噪声污染等无法满足绿

色港口建设要求。港口安全无法保证的问题屡见不鲜，

如近期无锡港口管理站多次通报批评前期港口安全和港

口源头超限超载情况，由于非法装卸货物产生的噪音和

大气污染一度成为周边居民的重点投诉的问题。

3.3 单一物资运输功能无法适应港口综合效能开发要求

由无锡各港区的主要功能可以看出无锡各港口主

要发挥其运输功能，而港口经济从空间范围来看涵盖了

区域经济范畴，港口经济是依托港口区位优势，以临港

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经济

形式。因此，只注重港口运输功能开发无法实现港口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当前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建设要求下，

无锡港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港口产业联合物流产业
[16]、水生态文化旅游业 [17-20]、制造产业等全产业链打造，

港口效能综合开发。从单一的“运输港”向“运输港 +

工业港 + 商贸物流港 + 水生态文化旅游港”的全面转变

非常重要。

4 无锡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

4.1 智慧港口建设助力港口现代化发展

科学合理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港口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助推器。作为全国第一个出台 5G 产业发展规

划的地级市，无锡应充分借助数字经济发展优势，融合

物联网创新产业，全面推进传统港口基础设施向智慧港

口基础设施建设转变，突破港口单一运输功能局限性，

推进港口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推动 5G 自动化码头建设
[21]，如引入 5G 智慧地磅称重管理平台系统，通过整合

地磅称重数据、IP 语音、车辆识别等信息，提高卡车通

行效率，实现地磅房现场人力完全解放，提高自动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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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运作效率。运用 5G 技术对吊车实现远程控制、运用

机器人对场地巡检等方法，均可为无锡智慧港口建设助

力 [22]，进而实现无锡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技术的

运用将提高无锡港口市场竞争力 [23]，全面促进现代化

港口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无锡市港口物流物联网项目推

进，采集港口园区基础物联网信息，建设统一的物联信

息枢纽中心，为无锡物联网技术研发中心提供技术落地

应用平台，推动无锡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

通过港口与金融机构合作，合理开发金融创新产品

精准实现无锡港口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需求 [24]。全

面吸引外资及民间资本投入港口相关项目建设，对推动

无锡港口基建项目和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5]。港口管理处要统筹规划港口经济与金融服务融合，

利用港口金融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如通过资产证券

化盘活港口固定资产，与融资租赁公司合作开发金融创

新方案等方法均可合理借鉴。

4.2 绿色航运建设推动港口绿色化转变

政府需牢牢把握无锡港口绿色环保转型发展方向，

着力推进“美丽港口”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港口监

管安全环保先行的新形势，在相关治理计划制定实施时，

相关部门应注意落地落实，制定具体可行的安全监管计

划，全面考虑落实当前面临的如港口码头粉尘污染、油

气污染、船舶岸电使用率低、码头水污染严重等问题的

解决。通过粉尘在线监督系统的建设、油气回收系统改

造、供售电机制完善、港口相关企业水污染防治设施集

中建立、货物装卸非法码头整治等举措，解决船舶污染

问题，提升港口土地区域绿化率，促进港口经济绿色化

发展，推进建设平安港航和绿色港航，全面提升港航综

合治理能力，实现港口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挖掘

水生态文化旅游潜力 [26-28]、水文化遗产价值 [29-31]，实现

文创产业 [32-33]、文化旅游业与海港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

4.3 多产业联动发挥港口规模化优势

无锡港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在发挥港口运输功

能的基础上，充分应用其关联效应，发挥港口的辐射带

动作用。利用规模化优势，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相关企

业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集群共同发展。落实相关政策

要求，统筹物流运输业、生产制造业、服务业等各区域

产业协调发展 [34]。一方面应全面促进发展依托港口经

济发展的现代物流业，整合港口资源，加快港口运输业

及现代服务性产业、制造业等多产业联动发展 [35]，进

而促进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物流模式 [36]，整合

优化航线航班，加强与上海港等长江沿线港口联动，积

极对接上海自由贸易区，充分发挥已开通的无锡—上海

内支线优势，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喂给港，全力提

供集装箱进出口货运代理等服务，进而带动港口经济高

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其他城市合作，不同城市联

动发挥互补优势，坚持错位发展，推动港城产全面发展。

借力海港枢纽经济发展的优势，打造多式联运物流快线，

助推新基建与港口物流协同发展，提升港口货运和集装

箱吞吐量。

参考文献：

[1] 盛筱祺 . 无锡交通枢纽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J]. 物流工

程与管理 ,2020,42(10):143-146.

[2] 王惜凡 .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研究 [J]. 汉

字文化 ,2020(19):148-149.

[3] 李梦圆 . 连云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22):157-158.

[4] 潘岑欣 . 全域旅游视角下仪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15):151-152+184.

[5] 盛筱祺 . 全域旅游视角下梁溪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19):146-147.

[6] 张利敏 . 全域旅游视角下平山县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18):152-153.

[7] 仇诗琦 . 全域旅游视角下贾汪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19):144-145.

[8] 穆瑞琪 . 运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J]. 汉字文

化 ,2020(22):135-136.

[9] 盛 筱 祺 . 无 锡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发 展 研 究 [J]. 汉 字 文

化 ,2020(22):133-134.

[10] 何计文 , 邓玲 . 新形势下长江港口城市发展开放型经

济的新目标与新任务 [J]. 经济纵横 ,2015(09):58-62.

[11] 包文俊 . 我国冷链物流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J] 物流

工程与管理 , 2020,42(12): 25-27.

[12] 濮晗 . 航空运输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研究 [J]. 物流工程

与管理 ,2020,42(07):63-66.



CWT 中国水运  2021·09  13

[13] 陈思元 , 顾意刚 . 物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研究 [J]. 物

流工程与管理 ,2020,42(09):157-160.

[14] 周丽 , 顾意刚 .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鸿沟”的

形成和改善研究 [J]. 改革与开放 ,2021(01):62-67.

[15] 黄博文 , 刘洪义 . 金塘岛港产城联动发展策略 [J]. 中

国水运 ,2020(09):19-21.

[16] 陈心媛 . 基于 AHP 的菜鸟驿站末端物流服务质量提

升研究 [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21,43(01):21-23+26.

[17] 濮晗 . 多元文化融合视角下句容茅山旅游资源开发研

究 [J]. 汉字文化 ,2020(20):165-166+176.

[18] 穆瑞琪 . 全域旅游视角下解州关帝庙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20):163-164.

[19] 盛筱祺 , 王志鹏 . 全域旅游视角下高邮文化旅游发展

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1(02):180-181.

[20] 包文俊 . 我国文创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J] 汉字

文化 , 2020,(23): 179-180.

[21] 王惜凡 , 蔡钟莹 , 周春应 .5G 万物互联时代全媒体

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20,42(08):171-

173+144.

[22] 潘岑欣 , 周春应 . 扬州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J].

中国水运 ,2021(02):40-42.

[23] 陈伟忠 , 周春应 . 镇江港口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J]. 中

国水运 ,2020(10):23-25.

[24] 郁菊萍 , 朱有明 . 成本战略视阈下港口企业物流协同

作业机制研究 [J]. 商业经济研究 ,2016(11):89-90.

[25] 汤晟 . 港口金融助力港口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J].

统计与管理 ,2017(06):87-88.

[26] 周丽 , 李琦 . 全域旅游视角下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

究——以昆山周庄为例 [J]. 汉字文化 ,2020(03):186-187.

[27] 孙亚琪 . 体验经济视角下徐州市两汉文化旅游发展研

究 [J]. 汉字文化 ,2020(03):144-145.

[28] 王惜凡 . 苏州阳澄湖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J]. 汉字文

化 ,2020(12):130-131.

[29] 张利敏 . 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12):176-177.

[30] 濮晗 . 镇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研究 [J]. 汉字

文化 ,2020(16):158-160.

[31] 盛筱祺 . 无锡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研究 [J]. 汉

字文化 ,2020(23):169-170+174.

[32] 张 利 敏 . 我 国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态 势 分 析 [J]. 汉 字 文

化 ,2020(16):152-153.

[33] 濮晗 . 全域旅游视角下镇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J]. 汉字文化 ,2020(12):128-129.

[34] 张艳 , 张贞 . 新零售背景下旅游电商服务优化研究

[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21,43(02):88-90.

[35] 仇 诗 琦 . 徐 州 市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研 究 [J]. 汉 字 文

化 ,2020(22):129-130.

[36] 吴缪宇 , 孙泽辰 . 新零售模式下社区末端物流问题

研究——以无物业小区智能快递柜为例 [J]. 物流工程与管

理 ,2021,43(02):19-22.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江苏枢纽经济、数字经济、总部经济三大经济发展研

究”（项目编号：202010298171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