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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对港口生产的

思考和建议
黄波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随着 2022 年的到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已步入第三个年头，作为一项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

疫情具有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征，并伴有多种病毒变异毒株。由于疫情不断反复、

变异毒株蔓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防控力度、疫苗接种普及程度亦不相同，导致全球经济贸易不确定性

增加，对港航业的影响也比较深远。本文阐述了疫情防控对港口生产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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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疫情全球蔓延趋势

疫情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全

球累计确诊超过 3.2 亿人，基于新冠大概率成为地方性

流行病的科学判断和国内民众对封控措施的反应，欧美

国家放弃全国性封锁的措施，转向长期的、低强度的“与

新冠病毒共存”的疫情控制策略。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

以及各国防疫政策的调整，2022 年初全球新冠病毒感

染单日新增人数已经达到 340 万人，超过疫情发生以来

单日新增人数波峰的 3~4 倍，其中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接近 150 万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2 年全球疫

情仍存在不断反复的可能，而全球经济贸易将持续受到

疫情影响。

1.2 航运市场发展形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航运市场供需失衡状况

从供给过剩迅速转向供不应求，海外疫情持续反复，主

要经济体复苏进程分化，海员短缺、周转效率下降以及

基础设施能力短缺等问题导致供应链紧张，加之苏伊士

运河堵航、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影响，国际航

运市场整体运行超出预期，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持续高

位运行，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运价显著回升。全球海运

需求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恢复，

2021 年全球海运需求回升至 2019 年疫情前相当的水平。

由于全球各地防疫政策、船员换班及短缺、天气影响、

苏伊士运河拥堵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航运端运力投放和

使用效率受到显著抑制。航运业由于燃油费、人工费上

涨以及防疫政策带来船舶周转放缓和船舶造价、租金上

涨等因素成本攀升。当前，病毒变异加剧，防疫手段面

临新的挑战，供应链紧张状况短期内仍无法得到缓解。

1.3 港口发展形势

去年以美国西岸港口为最的集装箱港口拥堵对国

际集装箱航运市场运行造成很大影响，美国西岸港口船

舶在港时间超过 10 天。而我国典型沿海港口船舶在港

时间延长 1-2 天，对船舶整体运营效率也有一定影响。

从国内港口生产来看，在 2020 年同期低基数等因素影

响下，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实现预期两位数增长，

同比增长 10.3%。受疫情影响，港口月度不平衡性系数

虽然较 2020 年有所降低，但依然高于疫情前正常年份。

2 疫情防控对港口生产的影响

为有效应对疫情蔓延，港口在生产组织过程中，对

于高风险作业人员实施严格的闭环管理，同时引航员、

海关联检人员亦是集中隔离管理。因此，对船舶靠离调

度安排、装卸生产组织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是体现在船舶进出港方面，现阶段的疫情防控

措施导致引航员非工作损耗即处于隔离加休息状态大幅

延长，处于该状态下的引航员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造成人员紧张；由于部分航道的特殊引航要求以及部分

特殊船舶有引不夜航等措施，造成阶段性的引航员不能

满足生产需求，导致部分船舶无法按计划进出港。

再者闭环管理也导致海关等口岸联检人手不足，在

码头同时靠船较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船舶等待联检时间

较长的问题。由于口岸部门工作时间限制，部分到港船

舶需要在码头等候白天联检完毕方可开工作业。导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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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靠泊后的非作业时间大幅延长，进一步对港口作业效

率、企业货物周转和船舶周转造成影响。

最后在港口生产组织方面，港口登轮作业人员实施

严格闭环管理措施，工人生活、出行受到不同程度限制，

导致港口招聘登轮作业工人难度增加，招聘及用工成本

攀升，工人短缺而作业线无法开足，影响船舶装卸作业

效率。部分班轮公司临时性调加班船到港，使港口生产

组织难度加大，出现暂时性车、驳等待时间延长，作业

效率下降。

3 应对措施建议

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物流链供应链上的节点，在应对

世界疫情蔓延方面首当其冲，必须要筑牢“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坚固防线，在疫情防控常态下，

强化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加强生产组织，稳定工人队伍，

保证港口正常运行，保证物流链供应链通畅。

3.1 强化港口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国际疫情不断，国际船员感染的案例时有发生，冷

链货物传播病毒时有出现，港口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又要

保证生产组织确保物流链顺畅面临较大压力。港口企业

必须根据国家及地方、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结合港

口企业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防控措施，慎终如始做好常

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抓好实施“四好”全过程

管理：一、抓好“一船一方案”措施落实；二、管好船

舶作业点，集中居住点“两个点”；三、守好码头闸口，

船舶梯口，集中居住点门口“三个口”；四、配好梯口

监督员，船上作业监督员，现场消杀员，现场督导员“四

大员”。

3.2 加强生产组织，有效提升服务质量

借助信息化手段等加强对疫情地区和出现疫情船

舶轨迹跟踪和预警，进一步通过“无纸化”“无接触”

管理减少不必要接触，提高网上办单率，加强对上下船

通道管理和人员监控，确保形成闭环。港口企业在全面

提升生产管理质量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通关和检验检疫效率，加快压港货物的疏运工作，

“以疏保卸”提高港口装卸效率，为港口客户排忧解难，

保持港口优质服务水平。密切关注各货类动向，对存在

集中到港货类提前谋划库场策划、口岸检验等各个环节

的工作，保障货物到港后的顺畅作业。

3.3 加强人文关怀，确保工人队伍稳定

从薪酬待遇、防护培训、健康监护、医疗保障、心

理疏导、表彰激励等方面加大对高风险岗位集中管理人

员关心关爱。加大投入改善集中住宿区域的生活条件，

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实现所有高风险岗位人员集中居

住点“一人一间”；积极协调集中管理人员就医难问题，

并与其家人对接解决集中管理人员后顾之忧；发放党史

故事、文摘杂志等可读性强的书籍，开通 24 小时心理

辅导咨询热线服务，加强心理疏导，稳定职工队伍。

3.4 提前预判，应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国外疫情将对外贸进出

口重箱、进口粮食等货类造成影响将持续；同时国外需

求和供应链调整，将影响我国国内制造业产业链等领域，

很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员工收入下降，

将会影响国内消费市场，对港口消费性货类产生压力。

要重点关注国家政策引导的粮食、砂石、钢材等货类需

求潜力和趋势，保证重点货类物流链顺畅。通过灵活针

对性商务政策、争取政策扶持等手段，进一步稳定内贸

集装箱，拓展外贸集装箱，与航运联盟保持良好沟通，

保持内外贸航线稳定；根据国内外市场和政策变化，提

前做好预判，适应未来发展形势。

3.5 关注产业链动向，打通全程物流链

当前疫情全球蔓延，各国、各行业、各产业、各港

口都不能置身事外。在疫情不断反复的情况下，港航生

产资源配置不平衡性不稳定的形势将持续，国际贸易供

需双方以及船、港、货的匹配不确定性增加。应加强与

船公司、制造商、贸易商等各方沟通，协调电厂、车厂、

加工生产企业等重点客户，共同制定生产经营和运输保

障计划，共克时艰。利用港口综合性货类优势、多式联

运优势以及无水港、办事处和海外办事处网络，加强各

方信息共享，发挥港口资源平台作用，为港口客户提供

高质量全程物流解决方案。

3.6 加强战略性合资合作

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的发展形势之下，

港口应积极推动港港合作、港航合作、港铁合作等，积

极推动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加强港航项目投资和合资

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巩固强项补齐短板，进

一步提升港口发展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在复杂多变的

外界环境中实现生存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