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重庆港口物流打造西南交通枢纽 

王 亚1 周 晨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市物流业的发展现状，提出应该以港口物流为带动，加快发展

现代物流业，构建沿江物流体系，发挥加强重庆作为西部交通枢纽的作用，以港口物流，把重庆

打造成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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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处“长江一线”和“西南一片”的连接点，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中心，是西部地区唯一集

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 5 种运输方式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背景下，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已成为重庆的主要任务，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

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现代物流业

的快速发展下，把重庆市建设成为西南地区交通物流枢纽，为实现 314总体部署提供有利条件。     

1 重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现状     

重庆市交通运输业拥有一定规模、专业化的车船装备，有布局合理的港站枢纽和仓储设施，遍布整个

区域、庞大的基层服务网点，以及涵盖所有运输方式，众多的运输企业和大量的从业人员，不仅在物流运

作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对未来重庆现代物流的发展产生有举足轻重的形象，但同时也看到，目前

重庆市交通业的特点和优势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还有很多方面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重庆市整体

物流服务能力和水平还无法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的需要，与重庆市作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

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不相比配。因此从港口物流出发，发展重庆现代物流业是重庆物流产业

发展的方向。     

2 以港口物流为带动，加速发展现代化物流     

物流系统是由运输、存储、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和信息诸环节构成。运输是物流系统中不可缺少

的环节，而物流节点又是运输中的关键，选择以港航物流为纽带，形成港航物流系统推动重庆物流发展。    

港口规模经济明显，发展空间大。西部最大的港口重庆九龙坡港年吞吐能力达到 800 万吨，占地面积 0.8

平方公里、库场面积 85000 平方米、堆场面积 30万平方米，120万标准集装箱工程的建设使港口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而铁路运输的南站、西站目前在规模和空间上都不能与其相比。     

交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通过各种便捷的交通与腹地更大的市场相连。九龙坡港南面临江东西

北面仅靠铁道主干线，进出港的 400 吨大件公路与成渝、渝涪、渝黔高速路网相连，为城区一环与二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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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结合点;港区内有铁路专用线 7公里与全国 68个城市可以直通。     

经济地理位置有优势，具有通江达海的通道效应。通道两侧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相关工业、贸易、商

业等物流需求旺盛。而且港口后方配置这大量的工业群。     

港区内物流活动主体单位较多。现有多家运输、仓储、配从、包装、修理加工企业及“三检一关”的

进驻，保税仓库的设立是港区货物可直接进行国际通关，不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而且是国际货物的重要

集散区。     

基本具有物流综合服务功能。拥有与船舶运输相联系的传统装卸功能;通过集装箱、托盘等集装处理技

术衔接整个“门到门”运输体系，通过储存衔接不同时间的供应物流和运输物流，通过中转手段现接不通

运输方式，通过加工、包装衔接干线物流和配送物流。     

3 重庆作为西部交通枢纽概况    重 

庆市中国西部唯一集水陆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横贯中国大陆东西和纵穿南北的几条干线铁

路、高速公路干线在重庆交汇，10000 吨级船队可又长江溯江直至重庆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是国家重点

发展的干线机场。     

由此可见，重庆处于西部、南北大通道及经济带的中部，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又与长江流域大通道

相衔接，是西部最大的经济轴心和通道枢纽，对西部经济起着一定联系、沟通、支持和带动的中心作用。    

良好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交通条件，使重庆成为承东启西，横贯南北，在“西三角”地区具有极强递

伸效应的中心城市。国家实施西部的开发，实际就是为解决西部发展严重滞后为题，中央赋予重庆作为长

江上游经济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将起到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器作用。要使重庆目前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

重庆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完善城市体系、合理配置资源、基础设施进一步连贯，大力发展 21世纪经济新的

增长点的现代物流产业，才能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吸引世界跨国集团公司的

投资。     

4 港口物流的发展对交通的支持带动作用     

重庆是以港立城、得水独厚，大动脉长江横贯东西，嘉陵江、乌江等河流密布境内，沟通南北的长江

上游水运中心。水路运输是重庆的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在物流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千吨

级船队可以直接通达的城镇数有 21 个，占全市区县的 50%，三峡大坝蓄水至 175 水位后还将增加 12 个，

占全市的 82%。水运可以覆盖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市的 90%。可见便利、廉价、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和处于综

合交通枢纽上的港口构成的港航物流系统具有覆盖面宽、集聚功能强，输配迅速的优势。     

另外，根据重庆市的交通现状和我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变化状况，我们还应该预先警觉，需要建立的物

流系统必须要能够避免未来因交通道路的拥挤而对物流服务可靠性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设计物流系统时应

有一定的前瞻性，要选择通过能力大、安全可靠、不易出现拥挤堵塞的运输方式-港航作为物流系统的重要

载体。     

因此，支持和推动重庆港航物流发展，不仅可以起好重庆物流建设的示范，而且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物

流优势，也决定了港航物流是重庆物流的重要支撑，在加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地位和推动重庆

成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过程中发展现代物流业有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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