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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新阶段的港航新使命
——2021“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侧记

全媒记者 王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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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厦门港，一个个集装箱映照出对外贸易的融

融暖意，释放出经济快速复苏的积极信号。9 月 8 日，

以“丝路海运——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为主题的

2021“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在厦门举行，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许立荣表示，全球主要经济

体逐渐复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复为世

界海运和港口业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安全、高效、

畅通的物流供应链，成为世界经贸回归常态的首要担当。

走开放路，打创新牌，“丝路海运”成为推动国际

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在 2021“丝路海运”

国际合作论坛品牌影响力平行论坛上，中国经济信息社

发布《“丝路海运”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简称《报

告》）。《报告》认为，“丝路海运”正式开行两年多

来，命名航线不断增加，“朋友圈”持续扩大，全球知

名度显著提升，已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国际航运物流

服务的新品牌。

1 走深走实 打造陆海联动“新引擎”

2018 年 12 月 24 日，首艘冠名“丝路海运”的船舶“中

远泗水号”，从厦门港东渡港区海天码头启航，由此宣

告“丝路海运”正式启动。

成立两年多来，“丝路海运”取得一个又一个发展

实绩。首批“丝路海运”省级扶持政策出台、国际铁海

联运厦门回程过境班列首发、“丝路海运”联盟常态化

运作、“丝路海运”自动气象观测站建成投用、世界最

大装载能力的集装箱船——“现代格但斯克”号靠泊厦

门港、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交通运输部将“丝路海运”纳入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支持其打造成为促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载体。

截至目前，“丝路海运”联盟成员超过 200 家，命

名航线达 80 条，累计开行突破 6000 航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超越 600 万标箱。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近年来探索‘丝路海运’

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福建作为“海丝”核心区，

机遇可期，要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

许立荣认为，“丝路海运”联盟是福建省融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打造了一条介于

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东南物流大通道，营造了高效稳

定的海运物流服务生态圈。

“‘丝路海运’作为面向‘一带一路’的国际综合

物流服务品牌，是一个服务标准化、运行便捷化、管理

智能化的国际贸易和航运服务新平台。”中国航海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张宝晨表示，自“丝路海运”论坛创建至今，

从“丝路海运”航线命名到首届论坛签订 18 个战略合

作项目，从“丝路海运”联盟成立到两届论坛上发布的

一系列成果，体现了论坛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各方联系纽带的作用，以及作为“海丝”核心区建

设成果展示平台的定位。

2 集思广益 聚焦航运物流“新角色”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

全球经济面临挑战，确保物流供应链的安全和畅通，显

得至关重要。

“航运物流作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担负

着全球贸易绝大部分的承运任务，关键时期更应该发挥

关键作用。2020 年，海运在全球贸易中的承运占比达

86%，创下新高。”许立荣表示，航运物流产业充分发

挥了交通资源的综合优势，全力以赴畅通国际、国内物

流通道，服务“六稳、六保”，助力恢复全球供应链的

基本运转。

许立荣提出，当下海运业应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通过“产业链合作”，航运物流企业加强沟通协调，主

动对接上游产业节点，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为重要

客户提供稳定的舱位、运价、专项服务，定制化提供“端

到端”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通过“定制化提供”，为中

小客户提供精准服务和定向支持，如中远海运开通了中

小客户电商服务专线，推出了“美线中小直客专班”“欧

线中小直客专班”“澳新精品快航专线”等。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改变了大多数企业的

商业环境，并凸显了快速转型思维模式的重要性，以更

好地应对不确定性。福建省港口集团和‘丝路海运’联

盟的组建加强了供应链运营韧性和商业韧性，当下，富

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供应链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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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加坡 PSA 国际港务集团总裁陈聪敏表示，“丝

路海运”将为中国与东盟，美国与欧洲之间提供畅通的

国际贸易新通道。

除此之外，航运物流是新技术投入运用的重要推动

力量。许立荣认为，疫情在冲击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同时，

也催生了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5G 等

一大批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有效弥补了传统产

业中的一些短板，加速推进了行业服务质量的提升。

许立荣介绍，GSBN 成立以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操作系统，首个应用产品“无纸化放货”已超 90%；同时，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使集装箱运输单证的平均办理时

间，由以往的 48 小时缩短至 4 小时以内，全程无接触，

更好地满足了跨境购物需求。

“这些技术应用必将对未来产业通用的数据标准、

流程标准产生巨大影响，并通过技术赋能的操作系统，

重新定义全球贸易。”许立荣说。

3 开拓创新 促进要素集聚

面对千帆竞发的考验，如何探索完善“丝路海运”

平台布局和形态、为优化港口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丝

路海运”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创新服务标准，以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强化品牌效应，促进要素集聚，构建全

新物流生态圈。

在论坛上，中国报关协会秘书长白凤川发布《“丝

路海运”通关及口岸服务标准》。他表示，通关和口岸

服务是“丝路海运”品牌推进与实践中的关键元素，是

“丝路海运”生态圈中的重要环节。到目前为止，国际

上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国际海运集装箱货物全程通关及

口岸服务表现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丝

路海运”通关及口岸服务标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白凤川介绍，该标准包括 8 个一级指标、30 个二

级指标，部分二级指标还下设了三级指标。并且，根据

指标的重要程度和测评便利原则分别设置了不同的权

重。

“《‘丝路海运’通关及口岸服务标准》可为国内

外海运口岸提供客观、可量化、综合性的评价，为口岸

间相互借鉴、对标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对‘丝路海运’

的品牌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白凤川称。

坚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成立两年多来，创

新成为“丝路海运”发展的主旋律。

论坛举行当天，“丝路海运”信息化平台也正式启

动。该平台将助力整合现有的关检、港口、航运、贸易

信息资源，拓展国内外智慧物流合作伙伴，打通“丝路

海运”航线所经港口“信息孤岛”，促进海关“三互”、

商品溯源和全程物流可视化，推进物流和信息流的深度

融合。

“丝路海运”信息化平台将有机整合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港口智慧物流平台、订舱平台等港航贸信息资源，

以“丝路海运”航线为载体、以信息化平台为抓手，建

设联结和服务“丝路海运”联盟成员。

预计到 2023 年，“丝路海运”信息化平台将实现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完成公共订舱、航线运营跟

踪、物流动态监测系统等功能，为“丝路海运”联盟成

员提供开放性、公共性的服务，促进航运要素优化配置，

提升港航物流效率 , 同时将在平台基础上继续深化探索

建设，逐步展开“丝路海运”指数体系的研究建设工作。

4 面向未来 品牌效应有待增强

“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在共同绘好精谨细腻‘工

笔画’的主旋律下，着力提升‘丝路海运’品牌影响力。”

在论坛的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断听到这句话，提升品牌

影响力成为与会嘉宾的共识。

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报告》认为，增强“丝路

海运”品牌全球影响力，既是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重大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丝路海运”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

《报告》建议，未来要加强“丝路海运”品牌建设

的顶层设计，制定系统性的品牌建设规划，同时加强国

际传播力建设，进一步发挥智库研究作用，全方位提升

“丝路海运”品牌全球知名度和竞争力。

宁吉喆指出，要务实合作，着力扩大“丝路海运”

品牌影响。鼓励国内外港口、航运企业、服务机构等加

入“丝路海运”联盟，建立和完善“丝路海运”标准体系，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凝聚合作发展共识。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赵冲久建议，以打造“丝路海运”

品牌为抓手，全面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他提

出，全力支持“丝路海运”创新发展，大力推介“丝路

海运”服务标准，进一步优化完善“丝路海运”航线布

局，培育壮大“丝路海运”联盟，优化海事监管、引航

服务、港口服务和通关流程，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唱响“丝路海运”服务品牌。

赵冲久指出，要传承“丝绸之路”精神，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合作，深入推进“丝路海

运”发展，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当

前，疫情对国际物流产业链、供应链的挑战依然严峻，

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发展。我们

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守望相助、团结合作、

互联互通，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