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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集装箱港内水平运输运营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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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港是中国内地最早开展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的港口。1973年9月，天津港成功开辟了我国第

一条国际集装箱航线。1980年，天津港建成中国内地第一座集装箱码头。历年来，天津港的集装箱运

输不断快速发展，从1993年至2008年，集装箱吞吐量从49万TEU发展到850万TEU，15年净增800万TEU，

年平均增速达到22%。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港口集装箱作业规模达到国际水平。天津港拥有25万吨级深

水航道，可满足世界上最大集装箱船舶的自由进出，拥有6家集装箱作业公司，24个集装箱专业泊位，

岸线7300米，可以充分保证集装箱船舶集中到达靠泊和作业。同时，天津港专业机械设备性能先进，

数量充足，拥有集装箱装卸桥74台，其中外伸距65米，负荷65吨的集装箱装卸桥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

平。 

  天津港近年来集装箱运输快速发展，各大班轮公司相继落户天津港。目前，在天津港开辟航线的

中外班轮公司已达60多家，航线总数达100条以上。天津港集装箱单桥作业效率达到36自然箱/小时以

上，最高船时效率300自然箱/小时以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港口的平均水平。

2008年以来，天津港集装箱重点班轮保班率为100%，普通班轮保班率达到95%以上。尤其是接卸超大集

装箱船舶的能力，已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与之相配套的集装箱堆场运输业的发展，截至目前，港

内已经投入使用和在建的港口集装箱物流配套堆场已达50个，总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另据不完全统

计，港区内专门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已超过1200部。 

一、天津港港内集装箱运输市场现状及分析 

  港内集装箱运输是指码头集装箱船舶装卸的配套水平搬运(以下简称航运作业)和港内周边集装箱

堆场至码头之间的短途搬运(以下简称陆地运输)。 

1.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及配套拖车基本情况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及配套拖车基本情况调查见表1。 

 

  根据调查，与码头作业配套的拖车有316部，其中码头自有154部，约占总数的49%；箱货公司146

部，约占总数的46%；社会外协16部，约占总数的5%。据2008年1-11月的数据，码头公司自有的拖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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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全港46.4%航运作业任务和部分的陆地运输(转栈)；箱货公司承担了全港47.4%航运作业任务并可

在车辆空闲时参与公司整体的陆地运输；社会外协承担了6.2%的航运作业和少量的陆地运输。 

  调查结果表明，港内集装箱运输的航运作业有以下几方面问题需要得到改进： 

  ①各码头公司自主配备配套拖车，造成天津港集团内部资源重复投资，运力配置过剩，同时各自

购置拖车的型号不统一，不利于与供应商议价，加大了相应的设备购置和维护成本。②各码头公司对

拖车实行自主管理、自主运营，内部协调工作量增加，管理精力被分散，从而影响整体船舶装卸效率

的提高。③由于各集装箱码头应用的生产组织操作系统不统一，各码头只能以最大的装卸工艺配比进

行拖车的配置，无法实现码头之间的运力调剂。④使用社会外协运力，集团自身的利益流失。⑤在集

团内部产生内耗，形成了不必要的竞争。 

2.天津港港口集装箱配套堆场及拖车情况 

天津港港内集装箱配套堆场及拖车情况调查见表2。 



 

  据调查，天津港目前在港区内分布了不同规模的集装箱堆场43个，另有7个堆场在建，总占地面积

达530平方米，总设计堆存能力超过20万TEU，其中(包括在建)天津港集团全资的堆场15个，约150万平

方米，堆场数量和面积均约占总量的30%；与这些堆场相配套运输车辆超过1200部(表2中统计的外雇车

辆存在着堆场间交叉使用的情况)，其中天津港集团目前的配套运力约占总量的10%；这些堆场和拖车

的投资主体除了天津港集团之外，还有船公司(滨海中远、华韩、外运等)、专业物流企业(振华、中

储、大亚等)、民营企业(港强、金狮等)，在港内集装箱堆场运输市场中呈现港口配套堆场、船公司及

专业物流企业堆场与民营堆场鼎立之势。在这种局面下，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许多港口的传统优势业

务(如海关商检查验、空箱管理等)流失，使得天津港集团所属的堆场运输企业在微利甚至亏损的困境

中挣扎。因此，天津港集团目前应加快物流板块建设，成立集装箱物流发展总公司，对集团内各物流

相关企业进行整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强大合力，由此使港口集装箱堆场运输企业在竞争中摆脱困境。

目前港内集装箱堆场运输市场中下列现象亟待扭转和解决： 

  ①港口的传统优势业务，如海关、检验检疫、船公司的空箱管理等不断被蚕食瓜分。②港内各集

装箱堆场企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竞相杀价竞争，使天津港集团的定价指导形同虚设。③港内集装箱

陆地运输以各堆场为中心各自为政，缺乏整体的调控指挥，集疏运秩序混乱，经常出现港内交通局部

拥堵现象。④港内陆地运输中存在老旧(改装)车辆和不合格的驾驶人员，给港内交通环境带来极大的

安全隐患。 

二、国内主要沿海港口集装箱港内水平运输运营模式对比分析 

  为了开拓思路，借鉴和学习其他港口公司港内集装箱运输的运营模式，对上海、青岛、大连、广

州、深圳等港口进行走访调研，现将上述港口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见表3。 



  

  据了解，各港采用的港内集装箱堆场运输管理模式不尽相同，这与它们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

港口投资主体、周边市场环境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在借鉴的时候绝不能生搬硬套地直接套用，而要结

合天津港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去分析研究，提出适合的模式方法。通过对比国内沿海港口港内集装箱水

平运输运营管理模式，得到诸多启示： 

  (1)上海港显然在港口物流领域走在了全国港口的前列，上港物流公司把围绕码头运营的拖车和堆

场资源进行了整合，实行专业化管理，不仅保证了码头装卸作业的顺利进行，而且发挥了功能优势，

促进了代理业务的长足发展，为港口不断输送货源，并创出了船货代理、大型设备运输、危险货物运

输等多个盈利点，非常值得借鉴。 

  (2)青岛港通过码头与周边堆场信息系统的连接，实现了对堆场资源的中央调控，有效地节省了码



头配套拖车，降低投资运营成本，并减少了码头费收系统的人员及相关管理成本支出，但由于车辆是

由各堆场自行管理，使港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受到影响，然而其对各堆场的控制方法值得借鉴。 

  (3)广州港已经意识到港口物流的功能性作用，于2007年在原广州港货运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

物流总公司，包括3个中心(即驳船中心、拖车运营中心以及查验中心)，具备船代、报关、报检、海运

代理以及陆地运输等功能，其中拖车运营中心对航运作业和陆地运输的集装箱拖车实行统一管理。对

于周边集装箱堆场的统筹管理，广州港当前有所欠缺。 

  (4)深圳港由于地域的原因和投资主体的不同，造成港口布局比较分散，蛇口、招商、赤湾、妈

湾、盐田等几个港口，基本互不关联，相互之间的运输主要以海上驳运为主，因而目前采用分散的运

营模式应该说比较适合。 

  (5)大连港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其相对封闭的港区范围内几乎没有港口经营的配套集装箱堆

场，出口集港收箱和进口提箱作业全部都在码头前沿堆场完成，严重制约了码头船舶装卸能力的发

挥。大连港一期码头的年吞吐设计能力为300万TEU，目前刚达到230万TEU其堆场能力就已经饱和，配

套堆场不足严重制约了码头整体综合能力的发挥。大连港目前已成立了集装箱物流公司，专门从事集

装箱配套查验和海铁联运相关业务。 

  调研结果显示，各港都逐渐加大了港口集装箱堆场运输业务建设力度，尽管该项业务本身的盈利

水平比较低，但它在港口集装箱物流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向外拓展该项业务，可为港口

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天津港集装箱港内水平运输的管理设想 

  针对天津港港内集装箱水平运输中的航运作业和陆地运输现状，结合对国内主要港口的调研，我

们提出对港内集装箱水平运输实行集约化管理的设想：可以借鉴上海港的模式，搭建港内集装箱水平

运输平台，实现港内集装箱水平运输的集约化经营，在天津港集团组建成立集装箱物流发展总公司，

下设拖车管理中心，负责全港集装箱码头装卸的拖车配套以及堆场与码头之间的陆地运输。 

  1.统一全港各集装箱码头生产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天津港目前6家集装箱码头公司使用了4套不同

的生产组织管理信息系统，拖车在不同的码头作业需要安装不同的系统终端和软件，使各码头间进行

运力调配产生一定障碍。在对沿海港口的调研和对船公司走访中了解到，各码头间操作流程不统一的

问题为天津港所独有，时常会听到一些船公司因为泊位临时调整换了码头公司而改变业务办理流程所

产生的抱怨，这也正是由于各码头生产组织管理信息系统不一致所引起的。为适应现状，这个问题可

以暂时通过对部分拖车安装多套终端和系统软件的方法来解决。 

  2.有效整合陆地运输业务。按照港内集装箱堆场的分布，要将近五十个运输节点有效地组织整合

到一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且由于利益的关系，会受到许多堆场的抵制。所以对陆地运输业务进行

有效的整合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利用港口的资源优势对部分堆场业务实行有效

控制，其中包括海关商检的查验业务、进出口整箱业务和船公司空箱业务等。这种有效控制可以借鉴

青岛港的方式来解决，即先将集团控制的堆场整合到集装箱物流发展公司统一管理，并与各码头实现

信息系统的连接，实现快捷的信息传输，然后由系统向码头传递有效控制业务的信息，而且系统的接

驳须经统一管理堆场的公司确认完成。通过这种方式，就设立了一个堆场进入港口配套堆场市场的门

槛，有效地保护了集团自身利益，同时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开辟周边协作堆场来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

形成业务有效控制后，也就自然获得了陆地运输的整体调控权。然而，要实现这一管理模式，急需解

决各码头公司操作系统不统一的问题，因此，统一全港各集装箱码头公司生产组织管理信息系统是首

要任务。 

  3.有效整合运力。如果前两个问题得到解决，运力的整合就会变得容易些，例如，对集团的资产

可以通过资产调拨来实现整合；对合资码头企业资产可以通过残值购买的方式来实现整合；对民营运

输企业资产则可以通过加盟、入股等方式实现整合。 

  4.避免实现集约化经营后集团面临关联交易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所谓关联交易就是企业关联方

之间的交易。推行港内集装箱水平运输集约化经营，对码头装卸的拖车航运作业实行统一管理，这就

涉及到关联交易的问题，势必会有一些合资码头公司的股东方提出来，同时，在对港内陆地运输的有

效控制方面，也会令周边堆场公司认为存在不正当竞争。港内集装箱水平运输实现集约化经营后运营



规模将得到扩大，资源有效利用的效应会得到显现，利润空间也会放大，因此，可以采用定期召开价

格听证会的方式来测算核定各类运输价格，让各方都得到实惠，实现双赢。 

  港内集装箱水平运输实现集约化经营，将使港口的运营情况得以改善：①港内运输计划性得到加

强，运输秩序得到改善，道路交通压力会得到有效的缓解。②运输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运力投入

减少，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效率提高。③码头企业可以集中精力组织船舶装卸生产，提升港口吞吐能

力。④使运输价格更加规范合理，避免了无序竞争。⑤统一规范的车辆和人员管理，消除了港内道路

交通和港内作业等的安全隐患。⑥运营规模的扩大增强了港口物流企业整体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⑦为扩大运输规模打下基础，使天津港与各无水港之间实现网络化班车运输成为可能。⑧整齐划

一的规范运输有利于提升港口整体的对外形象。(作者单位：天津港集装箱货运有限公

司)              (来源：港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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