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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关系协调发展理论与经验借鉴
张华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港城关系发展现状，本文介绍了港城关系内涵、演变模式等相关理论，分析了未来我国港口的发

展趋势，总结了国外先进港口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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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港口城市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之间相

辅相成，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港口城市作为港

口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推动着港口的发展，帮助拓展港

口的各项功能，反之，港口城市的经济繁荣发展也离不

开港口。[1] 但随着港口与港口城市的不断发展，其整体

规模与结构也在不断扩展，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的需求，近年来，港城矛盾问题愈加突出，港口发展

引发的环境问题、土地问题、交通问题开始逐渐被社会

排斥。协调好港城发展关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港口城市

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制定城市区域发展战

略时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1 港城关系的内涵及演变模式
1.1 港城关系的内涵

港城关系是指港口城市与所辖港口相互之间的需

求、影响与制约关系，主要包括：经济、管制、地理与

文化等四方面的关系。[2] 经济关系，是指港口和城市之

间为了达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管治

关系，是指港口的建设与经营受到港口城市政府的管辖

与管理；地理关系，是指二者在空间中的布局关系；文

化关系，是指二者之间的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映衬、彼

此交融、同步发展的关系。

1.2 港城关系的演变模式

总结国内外港口城市发展历史，港城关系发展可

以归纳为四种演变模式：港兴城兴、港兴城衰、港衰城

兴、港城同衰。港城发展的生命周期演变进程也被部分

学者分为四个阶段：①港城初始联系阶段；②港城相互

关联阶段；③港城集聚扩散效应阶段；④城市自增长效

应发展阶段。在城市港口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趋势的关

键在于港口城市经济发展要求和港口发展要求之间的不

统一。评价港口城市的发展动力不但要综合港口和港口

经济活动，更关键的是要认识到当前港口城市所处的发

展阶段以及按照当前所处阶段来选择和调配城市发展要

素 [3]。

1.3 我国港口发展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注重发展速度转变为注

重发展质量，进而使得港口吞吐需求量的增速放缓，当

前我国港口处在中低速的增长态势，同时，要发展新时

代港口，就必须注重其高质量发展，从过去依靠传统要

素的驱动转变为注重创新驱动，由城以港兴到港城共荣

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港口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一流设施、一流

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

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见》提

出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布

局，加强港口与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布局的有效衔接，

推进城市景观岸线与港口生产岸线协调发展，将港口污

染防治融入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促进港城协调发展。

2 国外港城关系发展经验
国外的学者最早对港城关系进行了系统性地研究，

从某一港口出发，研究其历史轨迹与横断面，然后研究

港口地各项活动与港口城市地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之间

的关系，为政府与港航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学者主要通过考察国外港口城市成功发展经验来分

析港城关系 [4]。

2.1 新加坡

新加坡由于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自然资源严

重匮乏，进而导致了新加坡的经济高度依赖其港口与城

市腹地的运行，因此，维护城市与港口之间的联系就成

为了要实现发展的重中之重。实际上，新加坡政府也在

秉持着“港为城用，以城促港”的理念方针，搭建适宜

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环境，为港城之间的良性互动产生

积极推进作用。同时，为规避港口城市与港口之间的空

间冲突，防止因产业转型造成港城分离，新加坡政府根

DOI 编码：10.13646/j.cnki.42-1395/u.2022.06.049



148   CWT 中国水运  2022·06

据当前所处环境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从而产生了以信

息技术与自主研发为核心的新型港城关系，利用技术改

进港口技术水平，使港口现代化水平领先。为完成从劳

动密集型，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最终到知识密集型的

产业转变，新加坡政府充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资本 - 技

术密集产业。同时，新加坡政府坚持环保原则，推进

产业可持续发展，打造裕廊石化园区，并以严明的政策

和管理很好地解决了石化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实现了港城高度融合发展。此外，新加坡政府为保

证港口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良好运转，大力培养相关人才，

尤其是高级港务管理人才，这也是新加坡港口相较于其

他港口的最大优势所在。

2.2 伦敦

伦敦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在整个城市的

发展过程中，港口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以促进科技创新为重点，以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化转型，

将制造业经济模式变革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消

耗的服务型经济模式，使伦敦这一国际航运中心转变为

了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并保持世界大都市的活力，实现

港口与城市发展的双赢。搭建航运服务发展环境与积累

航运服务相关专业知识是伦敦能够将国际航运服务从集

聚转变为集群的关键，同时，随着航运资源配置能力与

航运服务功能的逐步完善，形成了具有以多部门、多层

次、协调合作、共同提升为特点的国际航运服务体系，

该体系能够为创新型港口服务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引领

作用。

2.3 鹿特丹

鹿特丹作为典型的港城一体化城市，通过加强港城

一体化推动港城的复苏与发展，并积极发展新兴港口产

业推动港城共同发展。推动鹿特丹港口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港口腹地的产业成长，在建成伊始，鹿特丹港仅仅作

为运输与仓储用地，范围也仅限于码头及其邻近区域，

到了 19 世纪，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与繁荣，产

生了如石化业、临港加工业等新兴产业，使得鹿特丹港

的功能不断扩展，进一步要求其所涉及的区域扩展，不

断延伸到腹地城市，加强了与腹地城市的交流与联系。

而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为结合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

命的大背景环境，港口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融入了一些

如金融服务、资讯管理和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使得港口

与腹地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不断加深，与港口相

关的产业向城市内部不断扩张，逐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为促进港口经济继续繁荣

发展，鹿特丹以文化为特色，将文化与产业巧妙结合，

其世界港口节举办时间为每年的 9 月，港口节的每一次

举办都会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前来参加，同时，每届港

口节都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经验总结
3.1 临港产业是港城协调发展的关键

欧洲临港产业的发展坚持以港口物流为基础，将港

口发展与腹地城市的工业发展相结合的方针 [5]。该方针

具有两点优势：①港兴城兴。港口作为腹地城市物流运

输的重要进出口，港口的建设情况对城市整体的物流运

输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高效的物流可以大大促进城

市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从而使得城市的整体经济得

到进一步发展；②城兴港兴。城市的发展将吸引更多的

外部资源，从而使得港口的发展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支

持，提高经营效益。

3.2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港口的可持续性是港口长期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是

港口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若想建

设发展为先进港口，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就成为不可忽视

的重要特征与趋势。新加坡港坚持环保原则，欧洲港口

将可持续发展贯彻始终，其被称为绿色港口的模范代表，

在追求港口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

生态环境的维护。

3.3 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发展技术性创新型港口城市

已经成为建设国际港口城市的主流趋势，可以使港城的

公共应用服务提供更便捷、更人性化的服务，与此同时，

港口城市的运行与管理将会更安全、高效、绿色。国外

港口城市注重先进技术在港口行业中的运用，强化科技

创新驱动作用，同时重视人才培养，并积极培育城市港

口文化，促进港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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