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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港口物流是江苏省“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对象之一，为了探究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本文通过

SWOT-PEST 模型，从政策、经济、社会、技术方面分析江苏省港口物流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并提出

响应政策规划优化实施方案、推动省内港口协调合作、加强引进与培养港口物流专业人才、推动技术赋能港口物流的战

略建议，以期为江苏省港口物流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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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PEST 模型的江苏省
港口物流发展战略研究

唐柯楠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下，江苏省沿海沿江地区的

经济发展多次被提上战略高度，南通、盐城、连云港这

三个江苏沿海城市，以及苏州、南京、无锡等江苏沿江

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快速增长，其港口建设也稳步

发展起来。依托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国际交通运输的发

达，江苏省沿海沿江港口物流日益繁荣，并辐射至周围

地区，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 [1]。如今《江苏省“十四五”

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的出台，给江苏省物流提出了新

的发展目标，而港口物流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

实现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值得深入研究。

1 SWOT-PEST 方法介绍
SWOT 分析法，是对一个主体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做出综合性分析的一种方法，这里 S（Strengths）指优

势、W（Weaknesses）指劣势、O（Opportunities）指机

会、T（Threats）指威胁。PEST 分析法，是对一个主体

所在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这里 P（Political 

factors） 指政策因素，E（Economic factors） 指经济因

素，S（Social factors） 指 社 会 因 素，T（Technological 

factors）指技术因素。

SWOT-PEST 模型是将上述两种分析方法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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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别从政策、经济、社会、技术四个角度分析一个

主体发展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机会和威胁，从而为其

进一步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表 1 SWOT-PEST 分析矩阵

2 江苏省港口物流 SWOT-PEST 分析
2.1 优势分析

政策因素：2021 年 8 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正式

印发实施《江苏省“十四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要实现物流高质量发展、加强物流数字化建设、

推进降本增效改革的目标。同时，江苏地处“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多重国家

战略的交汇处。因此，江苏省港口物流的发展得到了有

力的政策支持。

经济因素：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江苏

省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领先。2020 年，江苏省的

生产总值突破了 10 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 12 万

元。这为江苏省港口物流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技术、产

品、服务、市场等资源 [2]，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

实的基础。

社会因素：多家媒体采访江苏省港口企业，实地探

访江苏港航一体化发展、绿色智慧平安港口建设以及疫

情防控等方面的情况，大力宣传长江江苏段“钻石航道”

的魅力以及“江海河联动、港产城融合”的发展主题，

使社会各界加强对江苏省港口建设的关注度，增进对江

苏省港口物流发展情况的了解，并且更加看好江苏省港

口物流的发展。

技术因素：江苏省拥有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科研基础扎实、科研实力强劲，营

造了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而且江苏省政府对科技研发

十分重视，2020 年，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总额超过

2700 亿元，在全国位于前列。在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

号召下，江苏省港口物流拥有更强的科研支撑。

2.2 劣势分析

政策因素：虽然江苏省位于国家多个战略交叠处，

且政府印发了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通知，但大部分规划

与政策都较为宏观，偏重大局指导，针对港口物流发展

的规划有待更加具体化，实际的细化、组织、实施仍存

在一定的难度。且江苏省港口数量较多，省内各市发展

状况均不相同，多个港口物流的协调优化也存在难度。

经济因素：江苏未来发展规划中的各个目标的实

现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例如，《江苏省“十四五”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提出 2025 年建成各类充电

桩累计超 80 万个、换电站 500 座、商业加氢站 100 座

等发展目标；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中提出 2025 年建成 5G 通信基站数累计 25.5 万个、

大数据中心在用标准机架总规模达 150 万架等预期性指

标。江苏省未来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配

套设施和 5G 通信基站等高科技设施的建设，以及旅游

业、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需消耗的资金量巨大，尽管江

苏省是经济大省，其用于港口物流发展的资金充裕程度

难以确定。

社会因素：随着江苏省港口物流的发展，港口物流

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港口物流企业对从业人员的专

业知识水平和技术操作能力要求也有所提高。然而，在

江苏众多高校中，与热门专业相比，针对港口物流的相

关专业开设数量较少，且与港口企业合作程度不高，学

生缺乏校企联合培养。这导致该领域的人才相对匮乏，

从而限制了江苏省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因素：虽然江苏科研实力强劲，但针对港口物

流应用的技术有限，且不同技术跨领域融合度较低。当

前江苏省港口物流设施主要满足于传统运输作业要求，

未形成大规模的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物流系统，与

国内外的发达港口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差距，其智能化程

度有待提高。

2.3 机会分析

政策因素：江苏省处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

例如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推动了江苏港口与长江三角洲

区域其他城市港口的合作，2021 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的《江苏省“十四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指明

了江苏省港口物流发展新目标与新方向。国家的重视给

江苏省港口物流带来了极佳的发展机会。

经济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

量大幅增加，江苏省港口物流的业务量和收入也相应增

加；同时，江苏还是一个旅游大省，拥有全省最大海港

的江苏城市连云港依托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在近年来

经济增速大幅提高，促进其港口物流的发展。

社会因素：江苏省经济发达，总体生活环境良好、

工资待遇较高；城际铁路项目进展顺利，未来江苏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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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便利程度将进一步提升，省内外人才流动将更小程度

上受限于距离问题。因此，江苏省对省外人才的吸引力

不断提升，有利于引进港口物流相关专业人才。

技术因素：物联网、5G、WiFi6 等技术的发展和成

熟，能够推动江苏省港口物流向着信息化发展，提高港

口物流运转的效率；无人驾驶技术赋能港口物流，能够

使其向着自动化发展，提高港口物流的安全性、降低江

苏省港口物流的成本；人工智能算法优化港口物流中船

舶运输的路线，能够显著地降低港口物流船舶运输的运

营成本 [3]。

2.4 威胁分析

政策因素：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持续不断，呈

现出常态化、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其中最直接、最

主要的形式是关税壁垒的加剧 [4]。一些国家实行了对华

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限制着我国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

和外贸企业的发展，这对我国多类商品的出口产生了显

著的负面影响 , 尤其是《中国制造 2025》的十大重点领

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5]，我国港口物流的发展也因此受

到一定的阻碍。

经济因素：如今，尽管国内新冠疫情已得到控制，

国外疫情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在此影响下，江苏沿海港

口物流企业的码头、航运和拖车人员存在无法及时回流

的可能，从而降低了港口物流作业效率，增加国际水上

运输的成本。虽然疫情对江苏省港口吞吐量的直接影响

有限，但疫情造成的国际贸易活动的减少或推迟会给江

苏省港口物流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间接性的负面影响。

社会因素：江苏省内区域发展不均衡，内部竞争

激烈，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较为公允地划分为苏南、

苏中、苏北三个区域，其中苏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领

先，而江苏的海港主要位于苏中和苏北，使得协调江苏

内部发展不均衡状况并促进省内多地港口物流联合发展

存在困难。而且江苏行政区域分割，各地政府在港口物

流发展方面较为自主，缺乏协同性，导致港口资源整合

度低，限制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 [6]。

技术因素：要实现港口物流自动化、智慧化运输，

离不开芯片的支撑，而长期以来，我国芯片主要依赖于

进口。虽然我国芯片技术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仍无法

完全自研自产高端芯片，加上全球芯片短缺，势必会影

响江苏省港口物流的长期稳定发展。

3. 江苏省港口物流发展的战略建议
3.1 响应政策规划优化实施方案

江苏省应当抓住国家发展战略和各项支持政策带

来的发展机会，明确港口物流发展的新方位，根据不同

港口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管理与服务水平、与其他港口竞争与合作情况等特点，

制定差异化、具体化的实施方案并切实执行，同时完善

相应的监管和考核机制，使江苏省港口物流稳步发展。

3.2 推动省内港口协调合作

江苏省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个港口物流

发展程度也不相同，缺乏协调与合作和统筹发展。江苏

省应当协调各个港口物流的发展情况，鼓励良性竞争，

相互学习发展经验，推进合作，根据各个港口的特点发

挥独特优势，加强岸线资源整合，推动港口之间技术共

享、优势互补，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的港口物流合作品牌。

3.3 加强引进与培养港口物流专业人才

江苏省港口物流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当地政

府应当制定合理的支持政策，大力引进省外高层次的专

业人才，通过课程培训加强其对江苏省港口物流的熟悉

程度并提升其实操能力，促进其发挥专业才能。同时，

还应重视利用江苏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多个高校开设相

关课程，有针对性地培养港口物流对口人才，鼓励高校

与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联合制定科学有效的教育计划

和培养方法，注重实践培养和学习其他发达港口城市的

发展经验，培养出满足江苏省港口物流企业需求的人才。

3.4 推动技术赋能港口物流

技术进步是提升港口物流运转效率、降低成本的

关键。江苏省应当大力支持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当下前沿科技在港口物流应用方面的研究，积极探索港

口物流的新型发展模式，整体提升江苏省港口物流的信

息化、智能化程度。同时，江苏省还应设立资金项目，

鼓励江苏省港口物流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攻克

发展中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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