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流通经济 35

国际贸易

宁波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

港口建设水平的路径研究
李思远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 ：作为地方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建设的典范，宁波在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上

成果凸显。本文通过对宁波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进行剖析，结合

典型国际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实践经验，从完善港口硬件设施、拓宽港口物流服务功能、提高港口信息化水平、提升

海铁联运水平、加密宁波与中东欧国家的港口航运线路、建立双方港口联盟机制、及培养促进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港

口建设合作的高层次人才等方面提出宁波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水平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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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加强国际合作已成为推动世

界和平发展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动力。作为连接欧亚大

陆的重要枢纽，中东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支点，更是

中国打通欧洲市场的“桥头堡”。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

作已成为中国推进次区域国际合作的新亮点。

宁波依托开放优势，积极构筑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交流合作

的大平台，已连续两年成为国内地方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水平最高的城市。2020 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总额

29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其中，在港口建设方面不断发力，

成效显著。今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和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上，习主席都明确指出“继续推进宁波、沧州等地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产业园建设”，这为宁波在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通过加强互联互通合作，力争把加强与中东

欧国家合作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扩大对

外开放朋友圈，融入欧洲经济圈增添了极大动力。

一、宁波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

的有利条件

在宁波舟山港等主要载体支撑下，宁波在港口建设上与中

东欧国家展开合作，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1. 宁波舟山港建设水平持续提升

2020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继续稳步

增长。货物吞吐量 11.72 亿吨，连续 12 年位居全球第一。集装

箱吞吐量超过 2872 万标箱，排名蝉联全球第三。2012 年～ 2020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均呈现逐年增

加趋势，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1　2012年～2020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货物吞吐量数据 

年份
货物吞吐量

（亿吨）

同比增长

（%）
世界排名

集装箱货物吞吐量

（万标箱）
同比增长（%） 世界排名

2012 7.44 7.2 1 1617 14.0 6

2013 8.10 8.9 1 1735 7.3 6

2014 8.73 7.8 1 1945 12.1 5

2015 8.89 1.8 1 2063 6.1 4

2016 9.22 3.7 1 2156 4.5 4

2017 10.10 9.5 1 2461 14.1 4

2018 10.84 7.3 1 2635 7.1 3

2019 11.19 3.2 1 2753 4.5 3

2020 11.72 4.7 1 2872 4.3 3

数据来源：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2020 年，宁波舟山港不断优化集装箱航线结构，集装箱航

线总数为 260 条，为历史最高值。其中，与“一带一路”相关

航线总数超 100 条。海铁联运班列总数达 19 条，业务辐射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56 个地级市。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量首

次突破 100 万 TEU，同比增长 24.2%。

2.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港口合作愈发紧密

2017 年 7 月，宁波舟山港与克罗地亚里耶卡港、斯洛文尼

亚科佩尔港、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及波兰格但斯克港四个中东

欧港口进行专题会议，这也是五个港口之间首次举行合作专题

会议。同年，宁波舟山港与上述四港均签订合作备忘录，并与

康斯坦察国家海港管理公司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近三年，宁

波舟山港相继开通至波兰格但斯克港、斯洛文尼亚科佩尔港等

三条直达航线以及诸多中转航线，还与匈牙利铁路货运公司

签订了干线电力机车订单，为比雷埃夫斯港至布达佩斯服务，

很好地完善了宁波舟山港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航线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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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疫情期间，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助力中东欧至东亚过境

出口通道，让波兰的外贸货物运抵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

在宁波舟山港过境后通过海路出口至韩国，大大提升了运输效

率。以上举措都深化了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在港口建设方面的合

作。

3. 政府鼓励宁波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

口建设合作

（1） 政府大力支持宁波舟山港建设。2017 年，《宁波—舟

山港总体规划（2014—2030 年）》顺利批复，明确提出宁波舟

山港应实现由大港向强港的转变。2020 年 7 月，在宁波市委

十三届八次全会上，明确要求“建设世界一流强港”。2020年 9月，

在《推进宁波舟山一体化发展 2020 年工作要点》中，提出甬舟

两地将推进港口建设一体化、港口交通船舶组织一体化、港口

监管一体化、航运服务一体化。这些都足以表明政府对加快宁

波舟山港建设给予了巨大支持。

（2）省、市两级政府助推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港口航空建设

紧密合作。2015 年起，宁波市政府大力支持宁波港集团参与中

东欧国家港口建设。2020 年，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扩展区域方案中明确指出“推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扩大包括第

五航权在内的航权安排”。这意味着机场将在未来诸多开辟洲际

航线，其中包括可积极开辟宁波—中东欧国家的洲际航线。这

些都为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航空运输

建设及宁波打造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具有重要意义。

二、宁波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

的不利因素

尽管宁波在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

设方面有诸多有利条件，但当下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亟待解决。

1. 宁波舟山港整体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当下，宁波舟山港运输网络联动还显不足，陆上货运体系

与港口体系还不匹配、不衔接。“公铁水”“陆海空”多式联运

仍存在比例失调，集疏运结构失衡等问题。港航服务业发展比

较滞后，包括航运、内陆水运、陆运和航空运输等运输方式的

交通运输走廊联动和集聚效应还未完全形成，航运金融等港航

附加服务较少。同时，宁波舟山港整体集疏运体系也不完善。

由于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大幅增加，导致原先相配套的基

础设施无法跟上业务量的迅速增加，已出现场站信息化程度无

法与时俱进等问题。

2.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港口建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

步加强

宁波舟山港与中东欧港口虽有中欧陆海快线的渠道，但是

至今还未建立港口联盟合作机制。在国内，环渤海港口联盟等

都已经建立并在顺利开展，而宁波舟山港与其他主要中东欧港

口之间可以效仿其他港口联盟合作的经验去建立港口联盟机制。

另外，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港口建设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应不

断加强彼此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3. 宁波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面

临巨大挑战

（1）宁波舟山港面临激烈的港口间竞争。宁波舟山港面临

激烈的港口间竞争。上海港区位优势明显，集装箱吞吐量位居

世界首位，排名高于宁波，且利用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机会，无

疑会对宁波舟山港打造世界一流强港带来巨大冲击。此外，青

岛港、深圳港等国内知名港口近些年在港口码头泊位数等方面

发展迅速，给宁波舟山港发展带来了很大冲击。2015 年～ 2019

年国内知名港口码头泊位数数据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2　2015年～2019年国内知名港口码头泊位数的数据比较

宁波舟山港 上海港 广州港 青岛港

码头长度

（千米）

泊位个数

（个）

万吨级

泊位数

（个）

码头长度

（千米）

泊位个数

（个）

万吨级泊

位数

（个）

码头长度

（千米）

泊位

个数

（个）

万 吨 级

泊 位 数

（个）

码 头 长

度 （ 千

米）

泊位

个数

（个）

万 吨 级

泊 位 数

（个）

2015 86.79 703 157 126.92 1238 188 51.72 561 74 25.63 97 75

2016 91.03 697 163 109.22 1152 182 54.51 553 76 26.76 100 78

2017 94.45 701 171 106.08 1078 181 54.51 553 76 29.94 127 84

2018 96.84 707 178 107.23 1054 224 55.29 556 96 30.43 128 85

2019 100.15 718 190 107.04 1032 185 56.06 558 75 30.49 123 8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同时，近些年国内外主要港口在集装箱货物吞吐量方面也

同样对宁波舟山港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2015 年～ 2019 年世

界主要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数据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3　2015年～2019年世界主要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比较  

（单位：万标箱）
宁波舟山港 上海港 青岛港 深圳港 香港港 新加坡港 釜山港 迪拜港

2015 2063 3654 1744 2420 2011 3092 1943 1559

2016 2156 3713 1801 2411 1963 3090 1943 1480

2017 2461 4023 1830 2521 2077 3367 2049 1540

2018 2635 4201 1932 2574 1960 3660 2166 1495

2019 2753 4330 2101 2577 1836 3709 2196 —

注：迪拜港2019年数据空缺。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从表 2 和表 3 不难看出，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

示范区在港口建设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2）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港口建设合作受到欧美国家干预措

施严重的间接影响。欧美国家的一些举措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深化合作带来巨大阻碍。例如，欧盟发布《中欧关系战略展望》，

将中国列为“经济的竞争者”；中美两国全面博弈，美国排斥华

为，并力图让中东欧国家将中国视为敌人。种种行径都严重威

胁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从而对宁波推进 17+1 经贸合

作示范区港口建设带来严重的间接影响。

三、典型国际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实践经验借鉴

目前，不少国际经贸合作示范区在物流领域建设上已有许

多探索，这些实践经验对于宁波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

作示范区港口建设水平很有借鉴意义。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已成功建立了多

式联运中心，顺利开通了近 20 条国内外班列。通过胶黄铁路循

环班列与青岛港直接相连，从上合组织相关国家来的货物经中

亚、中欧班列到达多式联运中心，建立起一条主要的国际物流

通道，大幅提升了港口与多式联运中心的“港站一体化”水平。

2020 年 1 月至 10 月，此多式联运中心完成集装箱作业量 59.2

万标箱，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

2. 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

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顺利推动铁路、公路、

航空三位一体的综合交通运输网逐步形成。在经贸合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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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稳步增长。在该示范区中，有不少地方参与物流合

作的典型案例。例如，连云港依托陆海节点的天然地理优势，

与哈萨克斯坦积极开展跨境运输和物流合作，竭力推进中哈物

流合作基地建设。

3.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已拥有了中国唯

一一个“三区于一体”的高度开发开放地区——珲春综合保税区。

依托作为“一带一路”和冰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的交汇点——

珲春，其拥有 5 个口岸和国际合作示范区等诸多平台的显著优

势，中俄珲马铁路、长珲城际高铁、珲乌高速公路等已成功运营。

鉴于上述国际经贸合作示范区在物流建设中取得的成果，

宁波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也可参照这些成功

经验全面提升港口和航空建设水平。例如，可依托宁波舟山港

发展的优势与潜力，不断畅通多式联运通道，为宁波等城市的

物流、经贸等方面的发展发挥助推器的作用。又如，可利用高

科技手段拓宽宁波舟山港和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的信息化服务功

能，提升港口航空建设的整体实力。

四、宁波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建设

水平的路径

借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等国际经贸

合作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对于如何发挥好宁波舟山港建设水平

日益提高及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日趋频繁的优势，利用好国

家、省、市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宁波舟山港发展及宁波与中东欧

国家紧密合作的机遇，破解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遇到的危机

与挑战，寻求宁波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港口

建设水平的路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加快宁波舟山港整体建设

（1） 拓宽港口物流服务功能。①打造内贸物流体系，建成

辐射沿海、沿江、沿河、沿路地区的内贸集装箱中转枢纽、大

宗散货内贸中转分拨中心。②做强进口物流，服务宁波、舟山、

杭州等地进口贸易发展，建设内陆分拨配送中心，形成“进口—

分拨”物流体系。

（2）提高港口信息化和智慧化水平。①依托自行研发的集

装箱码头生产操作系统，重点对梅山港区、穿山港区等区域集

装箱码头生产操作进行数字化赋能，全面打造智慧码头。②依

托海港危险货物安全数字管控平台，及时对进出港区的危险货

物在运输、装卸、储存等环节进行全过程、全链条的数字化、

可视化、信息化管理。③依托全省沿海港口统一的生产业务指

挥中心数字化协同平台，对货、港、航全要素进行信息化管理，

保证宁波、舟山、嘉兴、温州、台州五大领域生产运营一体化。

（3）提升海铁联运水平。①加快畅通以海铁联运为重点的

多式联运通道。推动铁路无水港建设，畅通以海铁联运为重点

的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

多式联运中心，提高作业效率，拓展货物回运业务。②进一步

加密省内义乌、湖州等地班列，强化长三角区域业务，大力拓

展中西部业务网点。③积极开展双层集装箱海铁联运。不断增

加双层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数量，并努力通行双层双高集装箱

海铁联运，有效降低宁波舟山港物流成本，促进港口运输结构

转型。

2. 增强与中东欧国家的整体合作

（1）加密港口航运线路。①从市政府角度出发，与中东欧

国家政府签订更高层次、更加深入的友好合作协议，包含航线

开发、信息技术、口岸合作等多方面，便于国与国之间更好的

交流。②从航运企业角度出发，鼓励他们相互商讨，共同开发

国际跨境业务，如海铁联运等业务，提升内陆的转运能力。

（2）建立港口联盟机制。借鉴环渤海、中马、东亚等国内

外港口联盟建设经验，在市政府牵头下建立港口联盟机制。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企业开展现代航运物流业务，巩固中欧陆海快

线开通的丰硕成果，促进彼此交流与合作。

3. 培养促进宁波—中东欧国家港口建设合作的高层次人才

（1）采取引进与自主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有关港口方

面的高层次人才，从智力水平上加以提升，促进双方港口建设

合作水平的提升。

（2）依托宁波与中东欧国家智库平台及社会机构开展宁波

与中东欧国家港口建设合作项目，并每年定期与匈牙利雅典娜

地缘政治研究所等中东欧国家研究机构进行深入交流，举办与

港口建设相关的中东欧国家智库高端论坛，从中培养一批能增

强双方港口建设合作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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