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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环渤海地区港口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然后用 SWOT 模

型对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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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港口物流成为

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中心港口城市利用其

口岸优势和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强化港口周边的物流活

动，利用临港产业和信息技术，使得港口综合服务体系

具有物流产业链所有的环节特点，从而打造一体化式综

合港口物流（冷燃，2021）[1]。港口作为腹地的重要资

源禀赋，港口物流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形成区域经济群体，并且能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构

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港口物流

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江

明光，2016）[2]。

环渤海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环

渤海地区坐拥辽宁沿海港口群、津冀港口群和山东半岛

港口群，拥有天津港、青岛港、大连港等多个发展良好

的港口。同时，环渤海地区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

协同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因此对环

渤海地区的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面对的机遇与

挑战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2 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2.1 环渤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环渤海地区包含的主要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

大连、青岛、沈阳、烟台与济南，是一个复合型经济区，

包括山东半岛圈、京津冀圈和辽东半岛圈在内的三个次

级经济区。近年来，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迅猛，随

着经济贸易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其综合实力提升显著，

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环渤海地区也成为我国经济的

第三个“增长极”。

目前，环渤海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 1/4，对全

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环渤海地区除经济

发展水平较好之外，其社会发展也较为稳健，其中，城

区人数超过百万的城市已经超过了十个。近 10 年以来，

环渤海地区主要城市生产总值（GDP）逐年稳步增长，

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迅速。在 2020 年，环渤海

地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 2940 亿元、第三产业的增加

值为 768450 亿元，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也不

断完善。

2.2 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发展现状

环渤海地区规划了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和烟

台等五个“主枢纽港”，基本形成了环绕京津冀港口群、

辽宁港口群和山东港口群的港口布局。其中，京津冀港

口群包括天津港、京唐港、秦皇岛港等；辽宁港口群包

括大连港、丹东港、营口港和锦州港等；山东港口群包

括青岛港、威海港、烟台港、龙口港和日照港等。

环渤海区域沿海港口是我国海上枢纽，成为华北、

东北、华东 13 个省（区）市的重要进出口口岸。同时，

环渤海区域也是我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进出口贸

易的重要通道，同时环渤海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

区域内很多港口担任路桥上岸的起运港的角色 [3]，在我

国港口物流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环渤海十大港口货物吞吐量和全国沿海港口货

物吞吐量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2011-2020）。由下图 1 可以看出，环渤海十大港口

货物吞吐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 2019 年稍微有一点

回落，但随后在 2020 年又继续上升。环渤海十大港口

货物吞吐量占全国沿海港口的比重波动较大，但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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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都保持在 40% 以上，在 2011-2014 年间，比重不

断扩大，在 2014-2018 年间，比重波动较大。

图 1 环渤海十大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沿海港口比重

3 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SWOT 分

析

SWOT 分 析 包 括 优 势（strength） 分 析、 劣 势

（weakness）分析、机遇（opportunity）分析和威胁（threat）

分析，本文通过对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和区域经济发展

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机遇与威胁的分析，找出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提出发展建议。

3.1 优势分析（strength）

环渤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向东有日本、韩国和朝

鲜等国，向南有长三角、珠三角、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

亚各国，向北有俄罗斯和蒙古国等国家。区位条件的优

势促进了其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铁、水、公、空全面

推进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的海陆空立体式交通网络，环

渤海地区也成为了我国交通网络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环

渤海地区港口群十分密集，有大连、秦皇岛等重要港口，

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十年来，环

渤海地区十大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沿海港口比重高达

40%。除港口运输之外，环渤海地区铁路网线以北京为

中心，能够高效通向全国各地。此外，环渤海地区还拥

有高密度的公路网络，航空运输网发展也十分迅速。

环渤海地区较长三角地区还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

资源，其海洋资源、煤炭资源、海盐资源、矿产资源以

及金属储量等资源丰富、分布相对集中、易于开发利用，

能够直接带动产业发展。同时，环渤海地区还是中国重

要的农业基地，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辽河平原，

耕地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之多，粮食产量是全国的

20% 左右。环渤海地区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陆上

自然景观、海洋自然景观和自然科学旅游资源，如北京

的故宫、长城等都是节假日人们最常去旅游的地方；科

技力量先进，中国两所顶级院校均位于环渤海地区，其

中，北京地区就有五百多所市级以上的独立科研机构。

仅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技

人员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是全国科研能力最强的地

区。

3.2 劣势分析（weakness）

在经营环境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占比较高，使得市

场配置资源能力相对较弱；在企业结构方面，尽管环渤

海地区优秀的企业并不少，但是整体上来说小企业比重

偏低，使得整体活力较低，创新能力远远落后于珠江三

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行政区域利益主体有较强的地方意

识，使得地区间协调成本增加，资金、人才和技术等重

要要素流动效率较低；港口物流业的发展使得港口之间

的竞争更加激烈，港口之间没有明确分工，导致出现效

率较低、资源浪费等现象，而在临近港口之间争夺经济

腹地和出口货源的竞争更加激烈 [4]；环渤海港口群投资

过剩，造成部分港口债务压力较大；港口的物流人才比

较缺乏，在岗人员专业素质较低 [5]，服务水平不高。

3.3 机遇分析（opportunity）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

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交

通一体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产业省级转移等重点领

域率先取得突破 [6]；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 2016 年发布《石

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的实施意见》，积极促进石家庄市与环渤海地市互利合

作共赢；唐山市人民政府在 2020 年发布了《推进环渤

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建设 40 条支持政策（修订）》

支持环渤海地区的科技创新、企业技术改造、企业做大

做强、品牌创建和质量提升、人才引进培育、企业绿色

发展。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正式生效，这为环渤海湾区一体化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3.4 威胁分析（threat）

环渤海地区港口群数量多、质量高，导致群内竞争

十分激烈，从而造成资源配置浪费、港口物流营运效率

低下等负面影响。除群内竞争外，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

还面临珠三角、长三角港口群的竞争。同时环渤海地区

服务比较单一，港口服务的专业化与技术水平仍然有待

提高，导致大量货物流向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大港口，使

得环渤海地区港口群有成为支线港的危险 [4]；在环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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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环渤海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给环境带来了非常

大的影响，同时，环渤海地区还面临着海洋灾害的严重

威胁。

4 对策与建议
4.1 引进物流相关人才

针对港口的物流人才比较缺乏的问题，环渤海地区

港口群可以引进和培养相关方面人才，政府可以出台一

些政策对环渤海地区院校相关专业的课程加以引导，使

学生对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发展情况有更深的了解，定

期让相关专业学生去港口企业进行观摩学习，实现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同时，企业也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物流

技术与管理经验，汲取他们的优势之处，并结合环渤海

地区港口物流的特点进行改善，不断应用实践，最后找

到一个适合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发展的技术，对于引进

的人才，企业还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建

立相应的激励、竞争和淘汰机制，完善相应政策，形成

一种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7]，政府对于这些

物流人才也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如人才落户政策、廉

租房政策等，吸引人才流入。

4.2 加强港口群合作

针对港口群之间竞争激烈，从而导致资源浪费、效

率低下的问题，环渤海地区港口群之间应当加强合作，

明确各港口的功能定位：如营口港的重点在于铁矿石、

集装箱、石油和钢材运输，大连港的重点在于集装箱干

线运输，青岛港的重点在于国际集装箱运输等。环渤海

地区港口群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优势互补，增加

总体竞争力。政府应当制定针对性优势政策，对不正当

竞争的行为强化调查，避免环渤海地区港口群之间的恶

性竞争和资源的分散 [5]。环渤海地区各地政府要增强合

作意识，从而使得地区间协调成本降低，增加资金、人

才和技术等重要因素的流动效率，为环渤海地区港口群

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由中央政府设立

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环渤海地区港口群，对它们的发

展进行统一战略统筹规划 [8]。

4.3 加强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意识

目前环渤海地区物流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阻

碍了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环渤海地区港口群

应当加强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查找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不断改善。同时，港口的服务水平也是港口物

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仅仅拥有

一个好的产品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拥有一个好的

服务水平，会导致企业口碑和业绩的下滑，对于一个企

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对于港口发展也同样适

用。上海海事大学林国龙教授认为，港口物流的核心竞

争力从成本差异演变到质量竞争，再到现在的服务竞争
[9]。因此，环渤海地区港口群更应该注重服务水平的提

升，定期对他们展开培训，加强港口服务人员的服务意

识和素质，为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和区域经济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2]。

4.4 发展港口智慧物流与绿色物流

环渤海地区港口群应当积极探索港口物流向数字

化和智能化转型，加快人工智能、互联网 +、大数据等

新兴技术的融合，打造智慧物流平台，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同时，由于人类不

正确或者过多地利用自然资源而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也

不容小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对环境造成

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绿色物流已经成为了港口物流发展

的必然趋势，因此，环渤海地区港口群应大力发展港口

绿色物流，在发展过程中应时刻保持环保意识，进行技

术研发，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地区政府也应当

加强监管力度，鼓励港口企业发展、使用环保技术和材

料，对于环保模范企业可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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