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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市场集中度基础理论，通过运用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数法对长江港口市场集中度进行测算与分析，实

施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测算及分析。并根据相关测算指标，指出了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形成原因，提

出促进长江干线港口市场良性竞争和企业健康发展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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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

经济运行仍逐步恢复常态。国家尤其重视市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与宏观经济形势大体一致，长江

港口企业也进入了加快转型、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的关键期。良好的市场环境是长江港口企业健康发展和

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条件，而市场集中度是反映行

业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效

益和服务水平。开展长江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研究，探

索改善长江港口市场环境的对策措施，是加快长江港口

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

一步发挥其在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局中的

重要作用。

1 市场集中度理论

市场集中度又称产业集中度，是产业组织理论中

的 概 念。 从 1980 年 马 歇 尔（Alfred Marshall） 的《 经

济学原理》到张伯伦（E.H.Chamberlin）、加尔布雷斯

（Galbraith. John Kenneth）的经济理论以及新产业组织

理论等，均把产业集中度作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和核

心内容。

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市场集中度已经形

成了国际通用的衡量指标。其中，赫尔芬达尔—赫希曼

指数（HHI）有明显的优势。第一，HHI 包含了所有企

业的规模信息，能够反映出其它集中度所无法反映的集

中差别；第二，由于“平方和”计算的放大性，HHI 对

规模最大的前几个企业的市场的变化反映特别敏感，能

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市场中企业之间规模的差距大小。因

此，HHI 目前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计算市场集中度方式。

本文因此采用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数对长江港口

市场集中度进行计算分析。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是由

经济学家赫芬达尔（Herfindahl）和赫希曼（Hirschman）

各自独立提出来的，该指数的计算公式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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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某一产业市场的总规模；

Xi——某一产业中第 i 位企业的市场份额；

Si——某一产业中第 i 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n——某一产业中的企业总数。

HHI 值越大，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当市场处于

完全垄断时，HHI =1；当市场上有许多企业，且规模都

相同时，HHI=1/n，n 趋向无穷大，HHI 就趋向于 0，即

HHI 值界于 0 与 1 之间。但通常的表示方法是将其值乘

上 10000 而予以放大，故 HHI 应界于 0 到 10000 之间。

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利用 HHI 作为评估

某一产业集中度的指标，并且制订出下列标准，见表 1：

表 1   以 HHI 值为基准的市场结构分类

市场结构 过度集中 高度集中 比较分散 极其分散

HHI 值 HHI ≥ 1800 1800>HHI ≥ 1000 1000> HHI ≥ 500 500<HHI

市场特点
高度集中，少数
厂商垄断市场，
甚至出现独占

集中度较高，企业
市 场 有 一 定 控 制
力。

集中度低，厂商数量
很多。

无明显集中现
象， 近 乎 完 全
竞争市场。

鉴于长江港口市场的特殊性，港口企业能力及吞吐

量的集中度按照现有分类标准区分度不大，并不能完整

体现行业的集中度水平，因此我们提出 800>HHI ≥ 500

为市场比较分散，1200>HHI ≥ 800 为市场适度集中，

1800>HHI ≥ 1200 为市场高度集中，并在后面的分析中

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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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江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表 2   2020 年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分货种和分区域的市场集中度

货种
吞吐能力 吞吐量

合计 上游 中游 下游 合计 上游 中游 下游

总量 77 2385 92 83 62 703 60 106

干散货 32 85 41 87 58 177 52 117

件杂货 - - 480 159 - - 407 144

液体散货 830 916 2146 924 464 1833 1832 645

集装箱 748 3403 4090 1151 656 3938 1809 1081

滚装车辆 631 2212 483 4030 1380 3227 2665 5007

根据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分货种和分区域的市场集

中度测算结果，长江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总体呈如下特

点：

第一，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市场整体集中度水平低。

从总量数据来看，港口企业吞吐能力的 HHI 为 77，港

口吞吐量的 HHI 为 62，其市场结构 HHI 值无论是港口

吞吐能力还是港口吞吐量，均处于近乎完全竞争状态。

因此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市场主体极其分散。长江干线港

口企业市场集中度处于较低的水平。

第二，分货种市场集中度参差不齐。干散货市场

的市场集中度值无论处于长江上游，中游或下游，其集

中度数都位列最低；另一方面，液体散货、集装箱和滚

装车辆等专业化市场的集中度较高。这是因为长江作为

承担大宗散货运输主要干线，而且干散货装卸市场准入

门槛低，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一批小、散、

杂码头，港口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发展后劲不足，这

使得这些小型港口企业经营效益呈逐年下滑态势；相对

而言，液体散货、集装箱和汽车滚装装卸市场对专业化

装卸要求较高，由于在初期企业投入资金较大，因而此

类企业数量较少，所以市场相对集中，企业经济效益普

遍较好。

第三，长江流域不同区段市场的集中度差异明显。

长江上游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企业效益普遍

较好，这主要是因为长江上游多采取政府主导型港口资

源整合战略，由于政府统筹港口功能和能力布局，有效

遏制了市场恶性竞争，保证了货源优势，而且提高了议

价能力，保障了企业盈利水平。这也说明上游港口企业

规模经济特征越明显，市场的进入壁垒越高，其市场容

量也就越小。长江中游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处于这一区域的岸线码头林立，码头企业小而散，由于

市场竞争加剧，这些小型企业纷纷采取压价竞争的方式

抢抓货源、抢占市场，港口之间很难站在同等水平，更

无法站在资源整合及深入合作的高度开展业务。长江下

游区域市场由于自然禀赋较优，其区位和水深条件较中

上游好，而且长江水路运输航道主要集中在下游地区，

因此，长江下游各大型港口企业呈相对均衡发展态势，

这导致其市场集中度不高，港口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比较

激烈。

3 港口市场集中度形成原因分析

目前，长江干线港口企业无论是吞吐能力还是吞吐

量，均处于市场主体十分分散的状态。2020 年，长江

干线排名前 10 位的港口企业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吞

吐能力所占比重为 24.72%，港口企业吞吐能力的 HHI

为 77。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338359.35 万吨，

也主要由长江下游港口完成，市场份额排名前 10 位的

港口企业吞吐量占比为 23.61%，港口吞吐量的 HHI 为

62。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分货种和分区域的市场集中度情

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长江干线港口企业分货种和分区域的市场集中度

货种
吞吐能力 吞吐量

合计 上游 中游 下游 合计 上游 中游 下游

总量 极度分散 过度集中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比较分
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干散货 极度分散 极度分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件杂货 - -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 - 极度分

散
极度分

散

液体散
货 适度集中 适度集中 过度集

中
适度集

中
极度分

散
过度集

中
过度集

中
比较分

散

集装箱 比较分散 过度集中 过度集
中

适度集
中

比较分
散

过度集
中

过度集
中

适度集
中

滚装车
辆 比较分散 过度集中 极度分

散
过度集

中
高度集

中
过度集

中
过度集

中
过度集

中

长江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市场整体集中度水平低；分货种市场集中度参差不齐。

不同区域市场集中度差异较大。

根据以上长江干线港口市场集中度的差异特点，

经过分析，形成长江港口企业集中度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江港口企业自身因素。长江港口市场主体

服务功能和管理水平尚未完全向现代港口企业转型。由

于大部分长江港口企业盈利仍主要依赖传统装卸服务，

与欧美的大型现代化港口企业对比，长江港口企业的服

务功能明显过于单一。由于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政策引

导，港口企业综合物流等高附加值的港口延伸服务规模

难以形成，这也导致其服务及管理水平与海港港口相比

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体制机制及市场管理因素。长江港口企业由

以前的双重领导变为下放地方政府管辖，这导致各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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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岸线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随意审批，使得长江沿线

小码头迅速滋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造成了市场的

无序竞争。这种经营“逆淘汰”的不正常社会现象，导

致规模大、手续齐全、管理规范的大型港口企业往往无

法与无牌无证、成本低廉的小公司公平竞争，从而造成

了一些大型骨干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不高的原因。

三是自然环境因素。长江属于横跨东西的天然水

域，上、中、下游自然环境、航道条件、腹地经济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差异较大，造成了在长江流域不同区段的

港口企业在建设难度、船舶靠泊吨级、装卸货种、货物

吞吐量及流量流向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这也是不同长江

区段港口企业市场集中度水平差异较大的原因。

4 促进港口市场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总体上看，长江港口企业呈“弱、小、散、软”

的发展特点，企业粗放型发展，市场供求总量富余，能

力结构不合理，局部市场同质化恶性竞争激烈，这是当

前长江港口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长江

港口服务质量提升的薄弱环节。

在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一路一带”和“长

江经济带”核心战略全面实施的新形势下，长江港口在

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促进流域经济

协调发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同时，在我国供给侧改革

的背景下，管理决策部门基于长江港口市场集中度的认

识角度来制定引导政策、规范市场及发布信息具有较好

的参考意义。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大力度改善长江港口市

场环境，适度提高长江航运市场集中度，为进一步提升

长江港口服务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1）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提升市场主体规模化和

集约化水平。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引导

和促进港航企业特别是干散货运输企业主体结构调整，

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界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市

场竞争能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和企

业合力维护市场秩序作用。

（2）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着力营造引导、

监管有力的市场环境。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监

管法规体系，推进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完善监管服务手段，积极引导和助推优势产能的发展，

鼓励落后产能的退出，促进诚信守法，维护市场秩序。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助推港航企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在用好用足国家层面已有政策的基础上，

积极拓展新的政策领域和空间，促进港航企业功能拓展，

改变传统的以装卸、运输为主的发展模式，延伸服务产

业链，开展多元化经营，由单一功能向综合服务功能转

型。

（4）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服务长江航运市场

发展的能力。充分依托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互联网产业与长江航运

市场进行有效渗透与融合，推动“互联网 + 航运市场”

的新业态，全面增强运用信息化服务长江航运市场发展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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