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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了解无锡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本文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锡港

口物流与区域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前者能够推动后者发展。基于结论提出了抓住外部机遇、加大科技投入、守住生态岸

线等策略建议，为无锡港口物流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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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及策略分析

1 引言

无锡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科

技发达、经济实力强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无锡港

逐步发展成为江苏省的重要内河港口，对无锡经济繁荣、

沿江沿河产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撑，这

使得港口物流成为无锡市的发展重点之一。随着《江苏

省“十四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的出台，无锡港口

物流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无锡港口物流

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港口

物流发展对无锡市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规范分析

刘晓玲（2017）对大连市港口物流与经济互动情况

进行研究，认为大连港口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有诸多积

极影响，但港口与经济互动方面还存在不足 [1]；费郁涵

（2018）通过研究曹妃甸港口物流与唐山地区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认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能够相互影响 [2]；

郑军（2019）通过研究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腹地的特征，

认为其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实现其双向发

展的一些建议 [3]；叶菁婧（2020）分析了福建省港口物

流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认为两者相互推动、共同发

展 [4]；林振杰（2021）认为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两者相

互依存和促进，并提出了促进两者协同发展的策略 [5]。

2.2 实证分析

王斌（2014）选取青岛港口物流系统和青岛市经济

发展数据，构建两者的协同度发展模型，得出了二者相

互促进、协同发展的结论 [6]；李健（2017）将江苏地区

沿海的三市港口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比较了各港口发

展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得出了港口物流发展显著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且成熟度高的港口对当地经济贡献较高的

结论 [7]；卢少平等（2018）选取深圳市 GDP 和深圳市

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数据，通过 VAR 模型与格兰杰因果

检验分析，证实了深圳经济增长对于其港口物流的发展

单向促进作用 [8]；郭子雪等（2020）选取唐山港港口物

流和腹地经济相关指标，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模型，得出

了唐山港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趋势总体上升的结论
[9]；陈依等（2021）选取湛江市 GDP、湛江市港口货物

和集装箱吞吐量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得出港口对区

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10]；张蒙（2021）选取

我国 36 个港口年度面版数据，构建 PVAR 模型，得出

了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相互促进关系

的结论 [11]。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地区港口物

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无锡市的港口

沿江或沿河，而非海港，有其特殊性。目前，针对无锡

港口物流与无锡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以

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运用回归模型对无锡港口物流与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促进两者的进一步发展，提升无锡市发展的竞争力。

3 无锡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3.1 无锡港口物流发展状况

无锡港分为江阴港和内河港。江阴港位于长江下

游南岸，主要运输化石燃料、金属矿石等货物，周边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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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善的交通配套网络，是长江下游联运和江河运转的

天然良港以及江海联运和货物进出口的理想基地。1992

年，江阴港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12]，此后，其港口运输业、临港工业和港口物流业快速

发展，货物吞吐量逐年高速增长，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表现出巨大发展潜力。江阴港货物吞吐量于 2009 年首

次迈进亿吨大关，于 2019 年和 2021 年分别突破 2 亿、

3 亿吨，继苏、泰两港后位列全省第三。无锡内河港是

全国内河主要港口之一，是国家二类口岸，坐拥“黄金

水道”京杭大运河无锡段，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无

锡港主要运输矿建材料、原材料和工业产品、能源和油

品等货物，为无锡市临港临河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推动了无锡经济社会的发展。

3.2 无锡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核心发展城市之一，无锡

市在近年稳步发展，综合实力日益强盛。无锡地区生产

总值逐年增长，于 2017 年迈进万亿元大关，成为江苏

地区第三个万亿级城市。2020 年，无锡市人均 GDP 达

16.58 万元，在中国万亿级城市人均 GDP 排行中居于首

位 [13]。从改革开放至今，无锡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

度化水平均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特征明显，现代物流

运输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14]。2020 年，第三产业对无锡

市经济增长占比达到 52.5%，其发达的区域经济为无锡

港口物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 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

本 文 选 取 2010-2019 年 的 无 锡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如表 1），无锡港口（无锡

内河港 + 江阴港）货物吞吐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数

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与《中国港口年鉴》）。

表 1 2010-2019 无锡市 GDP 和港口货物吞吐量统计数据

4.2 相关性分析
表 2 Pearson 相关分析

表 2 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无锡市 GDP

和港口货物吞吐量的相关系数值为 0.617，并且 p 值为

0.058，即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无锡市 GDP 和港口

货物吞吐量显著正相关。

4.3 回归分析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将无锡港口货物吞吐量作为解释变量，将无锡市

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可决系数为 0.380，表明无锡市 GDP 变化的

38.0% 可由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变化来解释。港口货物吞

吐量的回归系数值为 0.403(t=2.216，p=0.058<0.1)，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t 检验，说明港口货物吞吐量

会对无锡市 GDP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5 无锡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策略建议

5.1 抓住外部机遇，提升港口物流实力

对于江阴港而言，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

二期工程的竣工为江阴港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如到

港大型船舶数量和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加、船舶运输组

织方式的优化、航运物流成本的降低、污染排放的减少

等 [15]。江阴港应当根据深水航道江阴段的实际情况加

强后续完善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确保深水航道的稳定高

效运行。面对货运量以及通航压力的增加，江阴港应推

进码头的升级与完善，同时探索开通江阴水道副航道的

可行方案，以提高江阴港的通航能力和经济效益 [16]。

对于无锡内河港而言，洋山深水港的建设给无锡内

河港带来了发展便利。无锡应在保持与上海港稳定衔接

的同时积极对接洋山深水港，提升航运服务质量，进一

步提升无锡内河港作为区域运输枢纽的地位，并依托洋

山港的退税政策与通关便利，加快无锡港口周边企业的

发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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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港口现代化程度

如今，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

技投入成为了港口物流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江阴港口集

团积极与江苏电信合作，利用 5G 高带宽、低延时、海

量连接的特点，为部分码头的作业提供了更高效稳定且

低成本的信息传输方式，并已在吊机作业监控、地磅称

重作业等方面有效应用，显著提升了江阴港口自动化码

头的运营效率。无锡应将该技术推广至其他码头，并加

大研发投入，着力推进更多智慧应用的落地，如实时定

位、自动驾驶、智能理货、环境管理等 [18]。此外，无

锡市还应加强港口物流信息化建设，推进公共服务信息

共享，促进江阴港与无锡内河港的协调合作以及优化港

口资源的分配与调度，在信息技术层面支持实现港口物

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9]。

5.3 守住生态岸线，强化绿色港口建设

建设绿色港口是港口物流区域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的必然要求。江阴港作为江苏重要的沿江港口，在发展

港口经济的同时，也承担着长江生态保护的重任；无锡

内河港所处的京杭运河无锡段斜贯无锡市全境，其港口

生态治理同样重要。近年来，江阴港积极推进港口绿色

电力的使用、码头防尘、污水处理等举措的实施，无锡

内河港重点整治船舶污染、加强岸电建设等，均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航运船舶数量的

增加，绿色港口的建设难度会进一步加大。目前，无锡

港口仍存在部分水运污染、岸电推广力度不够以及绿色

电力比例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无锡市应严格守住生

态岸线，对水上违规运输和污染排放加大整治力度，推

进岸电设施与绿色能源的普及，同时提升全民的生态环

保意识，进一步强化绿色港口建设，从而可持续推动无

锡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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