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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对南通港集装箱运输的影响
作者:陈春燕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8年03月24日  点击:

    “十一五”期间对南通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各级领导对南通港集装箱运输的发展都寄

予了厚望，要求南通港能够明确市场发展趋势以及把握自己，制定出相适应的发展战略，促进南通港

集装箱运输的发展。  

对南通港集装箱运输发展有利的方面 

    南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南通港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南通通过强势推进江海联动，凭借优越的区

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要素资源，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中发展最快、活力最足、潜力最大

的城市之一。2005年发展速度跃居全省及长三角各市之首，“十五”期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0亿美

元，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2006年全市进出口总额100.62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72.13亿美元。经济外

向依存度较高，进出口总额在GDP中占比达到45％。由于南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三资及民营外贸企

业迅速发展，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贸出口连续占全省前位。经济的发展将带动集装箱

运量的增长，集装箱运量增长反过来推动运输能力的扩大，这正是南通港加快港口发展的最好时机。 

    近些年来，通过积极努力，新长铁路、宁通高速公路也已建成通车，苏中苏北正积极推进高速、

高等级路网建设，南通的陆路交通条件已有很大改观。然而，还是因为大江阻隔，苏中苏北路网与苏

南路网仍难融为一体，尤其是江阴以东，仍以轮渡沟通南北，南通交通死角的状况虽有改善，但细枝

末梢的地位并未根本得到改变。苏通大桥的修建在两张路网的东侧将其连接起来，南通路网不仅凭借

这一快速过江通道与苏南路网、华东路网连成一片，而且称为华东路网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冲，南通也

正因此由交通死角一跃成为交通枢纽。更为重要的是，南通港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主枢纽港，苏

通大桥还将南通的陆上交通网与水上交通网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得南通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更

加重要和突出。 

    洋口港的建设扩大了南通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洋口港区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的中心部位。南

依长江，与上海隔江为邻；北连广袤的苏北平原；东临黄海，与日本、韩国、朝鲜隔海相望；西联长

江流域的内陆地区；处于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南通沿海地区只有洋口港区长沙作业区具有建设10～

30万吨级码头的天然水深条件，是我国位于舟山群岛以北除曹妃甸之外尚未开发的又一宝贵深水资

源。同时，它又是靠长江北岸最近的港口。从自然资源和区位条件上，建设洋口港区可以实现南通港

功能的延伸，以此为契机，通过整合江苏省沿江、沿海诸港资源，构筑成全新的组合港，与宁波港遥

相呼应，形成以上海港为中心，南通港、宁波港两翼齐飞的格局。洋口港区的建成，也必将极大地促

进苏中、苏北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的经济发展。 

对南通港集装箱运输发展不利的方面 

    南通周边港口的快速发展对南通港集装箱运输的冲击。长江港口间集装箱码头距离很近，具有共

同的经济腹地，码头具有共同的社会功能，因此，竞争相当的激烈。2006年集装箱吞吐量绝对值比南

通港高的有连云港、南京港、张家港、太仓港；周边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幅度都比南通港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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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连云港、武汉港、镇江港非常注重内贸箱的发展，其增长幅度都超过了吞吐总量的幅度。南通港在

这两年也重视内贸箱的发展，其增长幅度也超过了吞吐总量的幅度。但对于周边港口的快速发展，南

通港还是要积极应对。 

    上海港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的布局对南通港开辟国际集装箱航线带来巨大影响。国际集装箱海上

运输，船舶大型化已成为发展趋势，这主要是由海洋运输的成本规律所决定的。国际海运专家经济分

析报告认为，“马六甲”型超级集装箱船的每只标准箱分摊到的运输成本是150美元，而4800箱位的

“巴拿马”级集装箱船每只标准箱分摊到的成本是220美元，至于单船箱位量更少的集装箱船平均运输

成本就更高了。显然，载箱量小的集装箱船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南通港开辟远洋航线没有竞争

力。 

    南通港近洋国际航线航班变动频繁，日趋减少。截至2006年底，南通港集装箱码头的近洋国际航

线只有日本航线和韩国航线。日本航线由江苏外运投入2条总箱位385标准箱的船舶运行，挂靠港为南

京、张家港、南通、神户、名古屋、横滨港。韩国航线也由江苏外运投入1条总箱量为300标准箱的船

舶运行。尤为严重的是2004年内中远日本航线撤线、江苏远东香港航线撤线、江苏外运日本关西线撤

线，导致韩国航线由原来的周班改为双周班、香港航线不复存在。南通港国际航线何去何从，值得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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