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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港口物流是最2016-2020年才频频出现在学术研讨和各类媒体上的新名词。港口物流是指中

心港口城市利用其自身的口岸优势，以先进的软硬件环境为依托，强化其对港口周边物流活

动的辐射能力，突出港口集货、存货、配货特长，以临港产业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以优化港口资源整合为目标，发展具有涵盖物流产业链所有环节特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

港口物流是特殊形态下的综合物流体系，是作为物流过程中的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节点，完

成整个供应链物流系统中基本的物流服务和衍生的增值服务。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港口物流市场深度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港口物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港口物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港口物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港口物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港口物流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港口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港口

物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港口物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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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四）宁波-舟山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四、连云港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连云港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连云港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连云港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连云港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第三节 环渤海地区港口物流运行分析

一、环渤海地区港口群布局规划

（一）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二）环渤海地区贸易情况分析

（三）环渤海地区港口群布局规划

二、大连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大连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大连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大连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大连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大连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三、营口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营口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营口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营口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营口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营口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四、日照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日照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日照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日照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日照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日照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五、天津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天津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天津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天津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天津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六、唐山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唐山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唐山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唐山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唐山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唐山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第四节 东南沿海港口物流运行分析

一、东南沿海港口群布局规划

（一）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状况

（二）东南沿海贸易情况分析

（三）东南沿海港口群布局规划

二、厦门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厦门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厦门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厦门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厦门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厦门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三、福州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福州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福州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福州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福州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福州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第五节 西南沿海港口物流运行分析



一、西南沿海港口群布局规划

（一）西南沿海经济发展状况

（二）西南沿海贸易情况分析

（三）西南沿海港口群布局规划

二、湛江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湛江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湛江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湛江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湛江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湛江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三、海口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海口市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二）海口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三）海口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四）海口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五）海口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四、北部湾港口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一）北部湾港港口物流自然条件

（二）北部湾港港口物流基础设施

（三）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及增长

（四）北部湾港港口物流经营货种

 

第八章 中国港口物流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 港口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二、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 港口物流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二、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六、开滦集团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七、华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八、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九、东方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十、建发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九章 中国港口物流行业未来前景展望（）

第一节 港口物流行业风险因素分析

一、经济周期风险分析

二、周边港口竞争风险

三、腹地经济波动风险

四、国家政策风险分析

五、其它风险因素分析

第二节 港口物流系统竞合发展战略

一、港口与区域联动发展研究

（一）港区联动一体化构想

（二）港区联动一体化模式

（三）港区联动系统化趋势

二、港口物流系统竞合发展战略

（一）港口物流系统竞合主体

（二）港口物流系统竞合战略

三、港口物流系统竞合发展策略

（一）港口物流合作联盟策略

（二）港口物流系统整合策略

（三）港口物流信息协同策略

（四）港口物流支持保障策略

第三节 港口物流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一、港口物流金融模式分析

（一）质押监管模式

（二）贸易融资模式

二、水运建设投资状况分析

（一）全国水运建设投资额

（二）全国内河建设投资额



（三）全国沿海建设投资额

三、港口物流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一）港口物流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港口物流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港口物流行业的前景展望（）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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