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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对外贸易的往来频繁，港口运输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催生了港口物流业。港口和物流

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物流涉及到综合运输，外贸货物的物流更以港口为最

好的交汇点。不少沿海港口和大的内河港口都是公铁水联运的货运中心，是交通运输的枢纽

。可以说港口是物流链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物流的开展离不开港口的服务，而物流的兴

起和发展又为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提出新要求。 

港口历来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输将全世界连成一片，而港口是运输中

的重要环节。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自己的海岸线和功能较为完善的港口。在中国，

沿海港口建设重点围绕煤炭、集装箱、进口铁矿石、粮食、陆岛滚装、深水出海航道等运输

系统进行，特别加强了集装箱运输系统的建设。 

2020年全国港口完成旅客吞吐量4418.8万人，比上年下降49.3%。其中，内河港口完成74.6万人

，下降85.3%；沿海港口完成4344.2万人，下降47.1%。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5.50亿吨，

比上年增长4.3%。其中，内河港口完成50.70亿吨，增长6.4%；沿海港口完成94.80亿吨，增

长3.2%。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687万TEU，增长29.6%。2021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累计

完成2.83亿TEU，同比增长7%；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55.45亿吨，同比增长6.8%，其中，累计

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46.97亿吨，同比增长4.5%。全年港口吞吐量三大指标增速高开低走，增

速逐月下降。2022年1-11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3.1亿吨，同比增长0.7%，其中内贸

吞吐量增长2.2%、外贸吞吐量下降2.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7亿标箱，同比增长4.2%。 

近年来，香港和记黄埔、新加坡港务、丹麦马士基、荷兰铁行渣华等纷纷介入中国港口物流

市场，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港口布点与寻求合作。同时，中远、中海、海丰、

招商局物流等国内领先的物流和航运企业充分发挥本土化优势，把港口作为发展基地，加快

构筑面向全球的物流体系。另外，我国东部沿海五大港口群已完成各自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

略，采取客户细分与服务深化的策略。各地方港口建设的&ldquo;局部最优&rdquo;，港口物流

市场形成了内外资的双重网络格局，国内外港口经营组织的资源整合为我国港口物流市场注

入了竞争的活力。我国港口物流从原来&ldquo;港到港&rdquo;模式向&ldquo;门到门&rdquo;的

一体化物流模式转变，从单一的运输、仓储等传统服务，向涵盖报关、加工、包装、库存管

理、配送、信息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延伸，港口物流资源集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2023年3

月14日，交通运输部、自然资源部、海关总署、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联合印发了《推进铁

水联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到2025年，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路进港

全覆盖，沿海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达到90%左右，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达到1400万

标箱，年均增长率超过15%；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主要港

口利用疏港水路、铁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大宗货物的比例达到80%，铁水



联运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 

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港口仍处于大建设、大发展阶段。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港口布局，重

点建设集装箱、煤炭、进口油气和铁矿石中转的运输系统，扩大港口吞吐能力。我国港口物

流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广阔的市场空间。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港口物流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战略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港口物流业的相关概念等，接着分析了港口发展如何催生港口物流业。然后重

点介绍了国际国内港口物流产业的发展情况。随后，报告分析了国内主要地区港口物流的发

展、港口现代物流、港口与第三方物流的关系和港口保税区物流，并做了重点企业运营状况

分析和行业竞争分析。最后对港口物流业的发展前景及未来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

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港口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

想对港口物流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港口物流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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