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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充分发挥水陆空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优势，以京杭大运河中转联运物流中心建设为抓手，聚力打造徐州港成为“一

带一路”沿线通江达海内河枢纽重要港口，支撑引领徐州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研究发现，徐州内河枢纽港口“一中心两

平台三基地”产业布局逐步形成，但面临港口物流服务货种种类单一、港口管理体系不健全、港城矛盾突出等发展问题。

因此，提出调整港口发展战略布局、加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打造绿色生态港口等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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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是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城市，作为国家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始终坚持以“交通强国”战略为指引，高

标准推进水陆空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高水平打造

交通强国建设城市新样板，塑造陆港公铁水多式联运发

展新优势，构建徐州交通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促进徐州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通江达海内河枢纽重

要港口，以综合交通助推徐州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徐州淮海国际陆港充分发挥水陆空多式联运

综合交通优势 [1]，高标准规划建设淮海都市圈商贸物流

中心 [2]、国际物流枢纽中心 [3]，充分挖掘汉文化内涵 [4]，

助力汉文化旅游发展 [5-6]、文化遗产产业化 [7-8]、文创产

业发展 [9-10]，实现港产城联动发展。因此，徐州国际陆

港作为京杭运河上规模最大的港口，也是淮海国际陆港

铁水联运中心，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11]、“长江经

济带”[12]、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江淮生态经济区 [13]、淮

海经济区等战略叠加的交汇机遇，主动对标淮海经济区

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提高徐州国际陆港发展站位，抢抓

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发展战略机遇，系统谋划国际陆港

建设，全面发挥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优势 [14]，将徐州枢

纽经济发展优势转换为支撑引领徐州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15]。

1 徐州港口经济发展现状

1.1“一中心两平台三基地”产业布局形成

徐州港由邳州港、万寨港、孟家沟港、双楼港四个

港区组成，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大型联运物流港口。

2019 年江苏省提出高质量规划建设徐州国际陆港，以

京杭运河中转联运物流中心为支撑，集聚多方资源凝聚

合力打造徐州港口电子商务 [16]、多式联运物流两个平台，

政策引领多维协同培育加工配送、仓储中转、交易交割

三大基地。徐州港口有效链接徐州公铁水多式联运立体

交通物流体系 [17]，坚持以内河物流业务为核心，不断

延伸港口物流产业链和提升港口物流价值链，逐步形成

多式联运物流 [18]、电子商务 [19]、物流金融 [20]、码头中转、

加工配送、仓储保管 [21]、信息服务 [22]、期货交割等现

代物流商务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物流港口发展态势。

1.2 港区生态环境部署取得新进展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

评价与排放管理司会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提出优化

调整《徐州港总体规划（修编）》，明确高质量开展审

查，高度重视污染防治，强化环境风险防范，这对推进

徐州由交通枢纽城市向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转变 [23]，充

分发挥多式联运港口优势有着重要意义。结合 2018 年

的徐州港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内

容，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未来将致力于优化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把“绿色发展、节约资源”的目标摆在首要位置，

与此同时真切落实污染防治法规的制定、生态环境保护

的具体措施，推进与港口各主管部门的相互合作与监督，

争取在港口生态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实现港口物流有效建

设，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2 徐州港口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港口物流服务货种种类单一

目前，徐州港主要以装卸煤炭、砂石料和石膏矿等

矿物原料为主，货物品种单一。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繁

荣活跃程度、创新开放能力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徐

州将乘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政策

的快车，将自身发展成为集商贸物流、科教文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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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为一体的淮海区域经济中心。此次城市功能的重新

定位，一方面为港口提供了较充足的货源，另一方面也

要求港口为客户提供货物品种齐全的港口服务，尤其是

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面和个性化港口综合物流服

务 [24]。而货物仓储、装卸、中转仍然是徐州港主要的

经营业务，经营理念止步不前，同时仓储货运港口大部

分只提供仓库保管、干线运输和市内及周边配送，物流

作业效率低下 [25]。

2.2 港口管理体系不健全

徐州港口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管理行政

体系和管理法规体系。现行的管理体制与国家倡导的“一

港一政”原则相悖，全市的港口行政管理工作由徐州市

港口管理处负责，而下属的各港区的行政管理及各级人

民政府的港口管理工作则分别由所属区域的交通主管部

门和港区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多头管理容易造成行政管理体系的不顺畅。另外，管理

法规体系也尚未完善，徐州市港区目前仍有 30 多家非

法、违法小码头，部分县（市）区港区非法、违法小码

头也出现了反弹现象，造成无序竞争及不良影响，规范

执法主体的授权未落实到实处。

2.3 港城矛盾突出

港城矛盾主要表现在港口污染上。一是水污染。煤

炭是徐州港主要承接的货物种类，且港区煤炭多是露天

堆放，出现降雨天气时，极易出现含煤径流污水，严重

污染周边水源。万寨港区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机械化

程度最高的内河煤港，且位于徐州市北郊，周围有多个

村庄、集镇，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污染。根据《江苏省地

表水（环境）功能区规划》的规定，徐州地区的水质并

未达标，且在水环境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区域绝大部分河

流入河量均超标。污染问题亟待解决。二是大气污染。

徐州港腹地煤炭、石化材料丰富，是“北煤南运”重要

的中转基地，产业具有高污染、高风险性，但是，无论

在投资清洁科技的力度，还是港口防治污染法规的制定

上都有欠缺，并且产业与生活区之间的卫生安全距离也

未充分考虑，导致靠港船舶对徐州的大气污染愈发严重，

也威胁着工作人员和城市居民的健康。

3 徐州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

3.1 调整港口发展战略布局

高质量规划建设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不仅促使徐

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承接国家

倡导的“一带一路”的重要使命。徐州港也将围绕国际

陆港建设要求调整港口发展战略布局。一是依托徐州港

铁水联运枢纽优势和建设中的口岸设施，不断扩大开放

领域，形成“东拓西联、南北贯通”的对外开放格局，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有效对接，

提升对外开放和综合服务水平，为长三角地区企业与欧

洲国家和中亚国家贸易服务 [26]。二是创新经济增长方式，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目前徐州港主要是承接山东、

河南、河北等省市的煤炭中转配送工作，未来可以侧重

将其打造成集煤炭贸易、物流金融 [27]、电子商务 [28]、

餐饮服务等多元产业为一体的多功能港口，挖掘两汉文

化旅游 [29-30]、文创产业 [31-32]、文化遗产价值潜力 [33]，

实现港产城协同发展。

3.2 加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

徐州港口具有综合交通优势明显、港口发展基础较

好、疏港铁路能力较为完善等方面多式联运发展基础。

因此，一方面徐州港口应充分发掘徐州京沪铁路、陇海

铁路两大干线铁路交会的优势，拓展与外围骨干铁路网

的联系，在本身疏港铁路开通的基础上打造核心区域的

铁路专用线。同时依托其中欧班列俄罗斯经典航线，让

“徐新欧”国际铁路船运一体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借助淮海国际陆港发展的契机和内河高等级干线航道的

支撑，加快承南启北、通江达海的江河海联运集疏体系

建设，加大与京杭运河和长江沿岸港口的紧密有效衔接
[34]，提升多式联运服务覆盖范围。

3.3 打造绿色生态港口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的科学论断，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同样重要。提高徐州港口生态水平主要有以下几点

措施：一是优化现有船舶的净化装置。通过对现有船舶

的改造升级，能够有效系统的处理船舶生活污水以及船

舶油污水等，控制船舶污染物的排放，缓解水污染。二

是有效抑制港口散货堆场的粉尘起尘。徐州港属于苏北

港口，淡水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结合操作方法和成本问

题，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膜苫盖、设置防尘网和植造防风

林带等。三是强化管理监督。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徐州市港口管理处，县（市）区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加

强对下级部门的指导监督，对船舶排放超标污染物、港

口防污染设施不符合标准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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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定期抽查方式并按时向交通运输部报送港口生态抽

查情况。通过政策引领徐州国际陆港绿色高质发展，高

质量推动徐州国际陆港建设成为绿色生态的物流枢纽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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