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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海河联运发展策略及举措
李彬彬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30)

摘　要：通过分析总结连云港海河联运存在的优势及问题，研究了连云港港如何服务重大国家省级战略，如何有效利用

海港及内河航道资源实现海河联运，如何加强内河航道与长江经济带的沟通，如何与京杭运河、淮河等水系建立畅通的

水上通道，如何通过海河联运主动服务苏北、鲁西南、豫东、皖北等“淮河生态经济带”腹地等问题，梳理了连云港发

展海河联运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三大枢纽四大通道十二大节点”的总体布局方案，并给出了连云港发展海河联运的保

障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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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苏州市绿色物流发展指标体系

4 建议和对策
4.1 发挥经济优势，利用区位条件

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推进交通网络的布局，降低物

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发挥经济优势，引进高新技术，

促进机械化、规模化，建设“绿色物流园区”；吸引相

关配套产业向园区靠拢，带动多产业共同发展。
4.2 大力培养复合型物流人才

依托苏州市各大高校，开展物流课程的教学和实

践，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加强企业与高校和研究院所的

合作，组织学生定期前往企业实习；在企业内部设立专

门的研究部门，联合培养人才，使高校培养方案与企业

实际需求相匹配 [8]，避免教学与实际应用的脱节。
4.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与国际接轨

国家和政府要加强对绿色物流的政策支持，完善对

行业的监管治理体系；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发展经验，

制订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法规，方便跨境物流的运作；同

时与相关国家签署协议，降低关税，减少成本，规避风险。
4.4 整合资源，促进物流信息化

绿色物流想要得到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苏州

市应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利用 GPS、GIS 等先进技术，

加快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物流网点信息互通，通

过大数据进行调配 [9]，合理规划运输路线，降低空载率，

实现物流体系高质量运作。推动绿色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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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联运的发展将沿海运输体系与内河运输体系有

机衔接，增强了沿海港口的集疏运能力，有助于减轻沿

海港口陆路运输压力、环境污染压力等，发挥水运的竞

争优势，吸引更多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同时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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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布局到沿江、沿河地区，优化区域产业格局，对

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环境保护、生态交通等有积极意义。

1 连云港市海河联运发展现状分析

1.1 发展的优势

（1）沿海大港区位条件优越。连云港北依齐鲁、

南连长江三角洲、西接中原、东与日韩隔海相望，是亚

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亦为西北、中原九省区路途最短

的出海口，具有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辐射、发展临

海产业的独特区位条件和地缘优势。随着沿海高速公路

和铁路的建成通车，连云港市与长三角经济区的距离被

进一步拉近。连云港作为苏北地区最重要的沿海港口，

拥有江苏沿海唯一的深水大港，正在加快发展成为集装

箱运输干线港，是陇海铁路沿线外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

口岸和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体系的主要煤炭装

船港之一，具备海河联运的天然优势。

（2）内河航道四通八达。连云港区域内水系发达，

径流量资源丰富，航道纵横密布，自然条件优越。主干

航道盐河可与京杭大运河、淮河相通；灌河内接盐河，

外接黄海；连申线贯通全境。连云港内河航道通过连接

京杭大运河向西北可沟通宿迁、徐州及鲁西南地区；通

过连接淮河向西可沟通淮安、皖北及豫东地区；通过连

接京杭大运河向南可沟通扬州及长江沿线地区；通过连

申线向东南可沟通盐城、南通及苏南地区，初步形成了

四通八达的内河航道布局。

（3）多个重大国家省级战略叠加的发展机遇。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的目标，为未来一段时

间的交通建设奠定了总基调。近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

《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十三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推进运输结构调

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重要文件、规

划和行动计划，内河水运具有运能大、占地少、能耗低

等优势，加快发展内河水运，实现水运与公路、铁路、

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的有机衔接，发展多式联运，发

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益，有利于优化交

通运输结构，降低社会综合物流成本，构建现代综合运

输体系。

1.2 面对的问题

（1）海河联运服务重大战略实施的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连云港作为江苏沿海战略要地，依托连云港港

通过内河集疏运实现海河联运服务“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等重大战略实施能力

不足，服务整个江苏战略落地的能力不足。连云港尚未

形成以海港为中心、内河航道为纽带、内河港为节点的

海河联运集疏运体系。海港通过内河集疏运的辐射能力

弱，区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腹地货源未能向连云港港

有效集聚，众多内陆腹地“借港出海”的需求未得到满足。

（2）内河集疏运航道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连云

港港未来后方内河腹地包含了鲁西南、苏北、皖北及豫

东地区。连云港港目前仅有一条纵向的盐河沟通淮安地

区，沿陇海经济带缺乏一条沟通苏北地区徐州、宿迁的

横向航道。大批本应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改由道路运输，

既不经济又不环保。同时，皖北、豫东地区作为淮河流

域的重要腹地，内河航道体系尚不完善，不具备有效辐

射的条件。

（3）在政策保障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

提升。一是各地区对海河联运的认识需进一步提高，区

域间形成发展共识并构建发展联盟，共同呼吁难点、解

决问题、构建网络、培育市场，才能真正实现海河联运

的战略价值。二是苏北地区内河航道技术条件较为复杂，

航道建设需要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协同水利、环保等

机构共同研究推进。三是缺乏相关政策支持保障，例如：

航道等级不足、沿线船闸较多，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

下，运输经济性反而成为该区域内河水运的短板；海河

联运市场需要较长时间培育，过程中相关基础设施投入、

物流企业培育等方面需要政策支撑。

2 连云港市海河联运发展思路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降低腹地物流成本和带

动港口、产业发展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推动，

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扶持和优化发展环境。紧抓全

省港口资源整合的契机，加强海港和内河港的联动发展，

通过“强硬件，优软件，精服务”的发展思路，充分挖

掘腹地水路运输潜力，破除连云港港海河联运瓶颈，提

升连云港港海河联运能力，提高连云港港口综合竞争力，

更好的服务于“一带一路”和腹地社会经济发展。

3 连云港市海河联运总体布局

根据连云港发展海河联运的定位和目标，逐步形成

港区功能完备、航道体系顺畅、辐射范围广阔、服务能

力强大的“三大枢纽四大通道十二大节点”的海河联运

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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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布局三大枢纽

在连云港港海河联运枢纽选择上，主要考虑布局连

云港区中云台作业区海河联运枢纽、灌河海河联运枢纽

（燕尾作业区、堆沟作业区和九队作业区）及徐圩港区

海河联运枢纽。考虑到连云港港目前正在实施“一港四

区”功能布局调整和货种转移，未来主体港区部分货种

将向两翼港区转移，同时结合后方航道通达性及海港海

向船舶适应程度，未来连云港港后方海河联运作业区在

功能上将相互协作、互为补充。

3.2 打造海河联运四大通道

主要打造“两主两辅”四大内河集疏运通道。主通

道货运潜力大，将主要依托京杭大运河和淮河出海通道

连接核心腹地，具体为西北向通道（连云港港—宿迁徐

州鲁西南地区）和西向通道（连云港港—淮安皖北豫东

地区）；两条辅通道分别为南向通道（连云港港—淮安

扬州地区）和东南向通道（连云港港—盐城南通地区）。

3.3 发展十二大节点

连云港港内河主要腹地节点位于苏北地区、皖北地

区、豫东地区以及鲁西南地区。依托四大通道优良的通

江入海能力，积极拓展周边省市海河联运市场，形成以

“联动海港、稳定徐宿淮、深挖两线（京杭大运河和淮

河两线）” 的海河联运市场开发思路，进行海河联运

节点的布置。选取了十二个内河港口作为连云港市海河

联运节点，分别为连云港内河港、西北向通道的徐州港、

宿迁港、济宁港和枣庄港、西向通道的淮安港、蚌埠港、

淮南港、阜阳港和周口港、南向通道的扬州内河港以及

东南向通道的盐城内河港。

4 发展海河联运的保障措施及建议
4.1 政府层面

4.1.1 积极推动海河联运基础设施建设

（1）连云港海河联运涉及众多航道，需要协同周

边省份合作开发，应加强上下游省份之间的协调。呼吁

省交通运输厅积极协调周边省份加快推进四大通道相关

航道、船闸建设。

（2）宿连运河是连接京杭运河苏北段水系与连云

港港的重要航道，可以有效缩短苏北地区出海距离，节

约运输成本、提高区域发展竞争力，是连云港内河集疏

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尽快组织实施。

4.1.2 加强政策扶持

（1）优化完善土地、税收、集装箱物流、海河航

运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重点扶持海河联运基础设施建设。

探索建立有效融资平台，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导向、信贷

资本为依托、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和外资投入为

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格局，为海河联运提供资金保障。海

河联运重大项目在申报省级海洋经济专项补助资金时予

以优先安排。

（2）呼吁省级层面统筹考虑全省海河联运协同发

展，出台相关政策拓展相关县（市、区）海河联运发展

空间。发挥省港口集团优势，建立内河区域性海河联运

综合枢纽，促进产业转型和港产城统筹发展。推进“内

河码头 + 配套园区 + 物流服务”等综合运作模式，吸引

更多货源选择连云港港中转运输。

（3）设立支持海河联运发展的专项基金，对经连

云港港进出口的联运船舶减免其过闸费用；对海河联运

枢纽、内河作业区和航道建设给予资金补贴；对海河联

运集装箱运输船舶进行补贴；对到达连云港港集装箱班

轮给予优先过闸权，保障外贸集装箱能准点到达中转港

口转至远洋班轮；对省内开展海河联运业务船公司给予

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外省经连云港港开展海河联运业务

船公司给予一定的补贴奖励等；凡连云港港发运的海河

联运货物，出示港口集团运单后，不再重复收取内河货

港费。

4.2 企业层面

（1）提高海河联运运输能力，优先培育西北向通

道和西向通道至连云港港的集装箱海河联运中转或直达

运输。鼓励大型港航企业组建海河联运船队，发展驳船

运输。支持连云港港与内河港航企业建立港航联盟，优

化港口物流运输结构。

（2）在已成立的苏鲁皖豫四省 15 家港口组成的海

河联运港际合作战略联盟基础上，争取将更多腹地内的

港口纳入到合作联盟中，进一步拓展海河联运业务。联

盟中的港口实现资源共享、联合开发、一体化操作、互

开航线、联运配货、信息开放、技术交流、宣传推介和

共同发声。通过建立密切、长久及融洽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充分发挥各港口区域优势及功能特点，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联手打造海河联运全程物流供应链，

推进区域重点客户定制化服务，并就海河联运跨区协作

联合发声，共同促进合作各方业务发展和服务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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