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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展望

张 丽

国际经济是以世界级城市为中心的全球化过程，是世界级城市的竞争。没有人会忽视国际航运中心的经济魅力。

上海正加快步伐迈向 21 世纪的国际航运中心，历经 6年的建设，上海逐步凸现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口岸环境得到改善，

航运生产要素向上海聚集，航运市场走向规范有序，航运信息的集散中心和航运政策研究中心逐步形成。目前，这里的日流量

达 200 旧人次以上，承担的上海口岸出口业务总量达 80%，以及进口业务、报检业务的 40%。上海已经成为全国通关效率最高、

服务最规范、货主和航商最满意的口岸。而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是我国在海洋经济时代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也是

实现上海未来发展战略、提升国际大都市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疏运体系建设将增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国际竞争力

基础设施是承载上海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实体，上海的城市建设要结合城市功能提升的要求，从有利于夯实服务功能和发

挥服务功能的角度出发，加快推进重大功能性项目与交通设施网络的建设步伐。

首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将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搭建重要的交通平台，也是进一步参与世界经济一体

化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不仅包括要打造连接世界重要海港城市的现代海港基础设施，也包括航空枢

纽的建设。以海港和空港为主要内容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上海进一步密切与全球经济交流提供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平

台，也是增强上海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两港设施建设也是发展壮大港口服务业，发展规模化的国际物流业、现代化的

临港产业，对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

其次，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提升都市群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

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带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是国家的重大

战略决策。经过多年的建设，长三角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

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进一步密切长三角的交通联系，推动长三角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为长三角建立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基础。

促进上海参与航运半径地区内的综合资源配置

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空间上已经开始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在功能上逐渐发展

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源配置中心。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也是要重点培育综合资源配置功能，主要表现为参与

航运半径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并把集约开发国际航运生产力放在重要的位置。与第一代、第二代国际航运中心城市主要集散有

形商品不同，上海要建立的第三代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在继续保持有形商品的强大集散功能并进一步提高有形商品的集散效率

之外，还要集中资本、信息等要素组合成全新的产品或服务输向目标市场，即上海将建成的国际航运中心，不但集散有形商品，

还将主动参与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配置，成为世界性生产活动的综合资源配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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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外向型经济的主要载体，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形成后在区域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主要表现为：一是吸引外国

公司资源在港区后方陆域配置，形成国际性、区域性加工基地和配送中心；二是吸引国内优良资源在港区后方汇集，形成新的

连接内陆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吸引城市优势资源向临港地带集中，形成面向国内外的新型产业群；四是通过枢纽的辐射和集疏

运网络布局，推动上海及港口所在区域的产业、信息、技术等资源向长三角腹地甚至全国配置。

推动上海以服务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

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随着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的投入使用及其后续工程的持续推进，在硬件上的发展已经在逐步完

善。目前，重点推进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航运产业链的中、上游领域，围绕航运市场的交易功能，加大对各项航运服务业的支

持和发展力度。按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建设的要求，到 2010 年初步构建以航运交易服务为龙头、海运辅助业为基础的完整

的现代航运服务业产业体系，为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的完善提供重要的软环境支撑，初步建立起上海国际级的航运要素集聚与交

易市场，基本实现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航运服务业的发展，必将带动上海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及相关技术常新领域的发

展，最终推动上海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形成。

促进上海与世界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

第三代航运中心城市的出现，是由世界经济中生产一体化、资本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

信息革命所导致的。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地位逐渐形成后，其积极参与资源配置的结果，将极大的提升城市的经济集聚和

产业派生能力，将使上海从被动型生产能力布局转变为主动型生产能力布局，从现在过分依赖内陆腹地资源转变为综合利用海

内外资源，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链。

从目前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一些世界级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伦敦、香港、新加坡都是依托港口，在航运和贸易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航运中心与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功能是三位一体，相互

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资源配置型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更是主动参与城市和区域的生产力布局，为国际资源优化配置服务，与

整个城市的兴衰、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紧密地联系。由于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处于特定国际经济区域辐射极与各类生产要素期货

现代市场的交汇点之上，因此国际航运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必将又是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汇集地，当然也是通常

所称的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

从上海近期的发展战略上看，航运中心建设是上海最终建成“四个中心”的重要突破口，即：航运中心带来了物流和人流，

自然进出口的贸易量加大了；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又将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带动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就大的格局而言，

航运中心是金融和贸易两个中心形成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现在，随着洋山深水港的正式开港，航运中心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将有力带动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建设。另

一方面，金融又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快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必须依托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经过五年的努力，上海可

望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并确立起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这样在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互动融

合中，将共同支撑上海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中心城市。

航运中心管理体制的创新将进一步扩大上海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化水平

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关键要增强制度的竞争力，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依托海港、空港的区

位优势，目前上海已经在港口及空港周边形成了洋山保税港区、临港新城产业区、外高桥保税区、空港物流园区以及出口加工

区等。这些实行特殊政策的开发区域，是上海探索推进口岸、贸易、金融等管理体制创新的前沿阵地，最有可能率先形成“更

具活力、更加开放、更符合国际惯例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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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国际航运中心城市为了分享全球自由贸易的利益、提升国际竞争力，一般都采取自由港的运作模式，为旅

客、货物、传播的进出和资金融通，提供最大的方便。如在比邻港口的区位上设置国际物流基地，通过保税优惠和加工增值服

务，以有效促进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出口加工和航运产业的发展，增强国际航运中心的吸引力。香港、新加坡、汉堡等国际

著名的自由港依托自由港和保税区的政策优势，开展国际加工贸易业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汉堡的自由港区主要经营转

口加工贸易，特别是为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地区各国货物进行转口加工，并允许企业在老自由港区内从事加工提纯、精炼方面

的生产业务，推动了汉堡经济的发展。

上海港也在积极地推进各项港口、航运、金融等体制的创新，逐步实施并完善与自由港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及体制机制创

新，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酌自由港。上海在外高桥 1.03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率先进行了全国第一个“区港联动”的政策

试点。在洋山深水港区，成立了“洋山保税港区”，实行出口加工区、保税区政策的综合覆盖区域，是目前国内实行相关政策

最开放的区域。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管理体制方面的各项的创新，必将进一步扩大上海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化水平，缩短与世界

级城市在城市管理体系与对外交流体系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随着洋山深水港的投入运营以及上海市域与周边综合交通规划的推进，在硬件设施方面已

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进行国际竞争的基础设施载体。重点应在口岸管理、国际贸易及金融管理体制、航运信息化和航运企

业竞争力等方面，加快创新与建设步伐，促进以航运中心建设推动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放大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效应，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创新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区将是我国今后改革开放的新亮点，也

是贯穿整个配套改革的核心，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试点政策都将在这里展开，包括在港口管理、贸易、金融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

新。首先，可以在外高桥和洋山保税港区实行高效的自由贸易港区通关体制，如对自境外进入的货物，海关只检疫不检验，国

际中转货物海关只备案不报关。其次，试行货物在自由贸易港区与国内其他关区转关时，一次查验、属地纳税，港区内企业消

耗的水、电等，实行退税。此外，在自由贸易港区内，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提升航运企业竞争力，加快培育国际化的航运网络

企业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主体，提升竞争力最终将落脚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壮大企业的竞争力上。因此，

应以引进和培育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吸引国际著名航运企业集聚的同时，加快对本地大型航运企业的培育。积极推进航运市场

的进一步开放，加强与具有强大市场资源、物流网络的国际大船商和知名物流企业的合作，吸引国际著名物流企业在上海设立

地区总部或营运中心，集聚一批国内外具有良好声誉的航运企业。同时，加大对本市航运企业的配置力度，整和运输、仓储、

配送、货运代理、多式联运等各类资源，扩大规模，逐步形成一批服务水平高、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航运企业。以“引进来”

和“走出去”的双向战略，通过大型航运企业的经营网络，加快提升上海国际化航运网络建设，提升整体航运发展水平。

积极推进航运信息化建设，搭建国际信息交流平台

加快海、陆、空口岸航运信息化建设，提高集装箱运输车辆及其他运输方式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积极构建公共航运信息运

营平台，提升上海航运信息化水平。规划和构建全市统一的国际化航运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现有物流信息平台、信息资源

的整合和开发利用，实现各航运环节的信息共享。积极推进航运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实现航运信息收集的数据库化和代码化，

航运信息处理的电子化和计算机化，航运信息传递的实时化和航运信息存储的数字化，提高航运管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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