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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无水港”：沿海港口争取腹地货源重要手段
作者:光一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8年03月17日  点击:

    随着沿海地区港口间的竞争加剧，如何争取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和货源成为港口经营者最关注的

事。近年来，与内陆地区合建“无水港”，已逐步成为沿海港口占领内陆腹地货源“高地”的重要手

段。 

借“无水港”提高竞争力  

    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无水港”建设，相当于在内陆腹地建设了一个“无水港”，在内陆地区

拥有自己的物流平台，是港口业发展的一种选择，也是当前沿海港口解决货源困境的必然出路。由于

“无水港”的信息高速公路和电子口岸给中西部带来了时空观的变迁。 

    对于沿海港口来说，要实现更大的吞吐量，需要把业务向货源腹地延伸。因此，中西部地区各重

要城市成了沿海港口争夺的重要目标。目前，有的沿海港口已经与内陆省市建立了“无水港”，有的

合建计划已纷纷出台，等待逐步推进。除了日前厦门与三明签订建设“无水港”投资合作意向书外，

日前，宁波海关、宁波港集团公司等与上饶市、鹰潭市分别签署了建设“无水港” 合作备忘录。继南

昌之后，江西各地与沿海港口合建“无水港”的热情高涨。 

    日照港欲在新疆、河南省合作建立“无水港”。天津港与内陆城市合建的“无水港”在内地开

花，目前已在北京、石家庄、郑州建立了“无水港”，并力争在2010年与内陆14个省会城市或主要集

装箱货源生成地建立“无水港”。在东北地区，从大连至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等干港的集装箱

直达班列已开通，为更多“无水港”的建设提供条件。大连港还计划与长春等城市建立集装箱“无水

港”，把大连保税港区的政策向东北城市延伸。 

    以前港口的发展模式是守株待兔，现在则要转变为走亲访友，不仅要服务好周边的兄弟城市，了

解他们的需求，还要将港口服务推广到周边地区，把港口做大。主动出击，拓展腹地，为港口发展培

育新的增长点。 

海铁联运是重要途径 

    港口发展需要高瞻远瞩。如何减少运输时间和费用，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选择“无水港”和着力

实现高效通关。而陆地运输的高昂运价，易受交通、天气等因素影响出口时间等劣势，已经阻碍企业

发展。选择海铁联运，不仅货物运输出海大大缩短了时间，且节省了每个集装箱的费用。 

    在众多的“无水港”建设中，海铁联运是重要的和较经济的途径。在铁路的积极助推下，内陆

“无水港”已成为当地“黄金码头”。沿海港口开通至内陆的集装箱“五定”（定点、定线、定车

次、定时、定价）班列，成为各沿海港口祭出的重要法宝之一，对货主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据了解，利用集装箱班列进行运输比利用公路运输集装箱的成本要节省50%左右。现在，青岛和郑

州间的集装箱班列甚至已由单层改为双层，运输量大大增加。据有关统计资料，通过“无水港”，利

用区域通关政策，货主的成本一般可以下降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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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各方多赢之举 

    建设“无水港”后，内陆地区的货物可以实现一站式报关、报验、订舱、集疏运、储运、包装、

分送等，实现内陆地区与沿海港口的“无缝对接”。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这种不靠海、不靠江的内陆

“无水港”，使沿海港口的运输、装卸、物流服务功能进一步延伸至货源腹地，给港口、货主、铁

路、内陆城市等各方带来利好，客户的经营成本将大幅降低。将形成汽车及零配件、药品及纺织、服

装、粮油、建材等多项目、多内容的物流中心，具有港口、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中转及第三方物流

等多种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沿海港口与边境口岸功能向内陆地区的延伸。 

    对港口而言，有力地拓展港口经济腹地，使广阔的中西部地区成为沿海港口拓展货源的重要跳

板，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对货主而言，与“无水港”为邻，不仅可以享受到更近距离的服务，而且

节省了大量时间、精力和物流成本，经营成本大幅降低。对铁路而言，“无水港”项目的实施，将直

接为铁路部门增加运输收入。对内陆城市而言，更是受益匪浅，“无水港”成为内陆地区进出货物的

陆路物流中转基地：出境货物从“无水港”经铁路、公路运至沿海港口装船，而进境货物则在港口卸

载后经铁路、公路等运抵“无水港”再行处理。不仅如此，“无水港”还大大缩短了内陆城市与国际

市场的距离，提高了其对外开放水平。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现代港口正朝着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发展，港口之间的竞争正演变为港口所

参与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目前，有的港口群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质竞争、相互压价等问题。建设

“无水港”，在内陆地区拥有自己的物流平台，是港口业发展的一种选择，也是当前沿海港口解决货

源困境的必然出路。如果各个港口都能通过内陆“无水港”，形成以港口为接点的内陆集疏运网络体

系，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那么情形将大不一样。 

    如何在内陆地区找到高效运转的环节以保证整个供应链的畅通，值得港口企业深入研究。现代

“无水港”是沿海港口所参与的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在内陆地区拥有自己的“无水港”这样的物流平

台，无疑是当前沿海港口缓解货源困局的有效途径之一。 

“无水港”的兴起热潮无疑会进一步营造便捷高效的大通关环境。海关总署已将天津电子口岸作为全

国相关项目先行先放的试点，同时，国家电子口岸委办公室和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也加强了与相关

项目的密切配合，力求尽快把电子口岸建设成为具有一个“门户”入网，一次认证登录和“一站式”

服务等功能，集口岸通关执法管理和相关物流商务服务为一体的大通关统一信息平台。 

    “谁早日通过内陆‘无水港’形成以港口为节点的内陆集疏运网络体系，谁将更早地打破货源增

长困局。”有业内人士如此表示。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建“无水港”需要众多前提条件，我国

在这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功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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