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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口集装箱物流发展的路径研究 

赵连明1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重庆 400036) 

【摘 要】：重庆地处我国东部与西部的交叉点，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是八大综合性工

业城市之一。文中在论述集装箱物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重庆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庆

港口集装箱物流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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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集装箱运输长足发展，同时也成为了世界集装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地处我国东部与西

部的交叉点，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是八大综合性工业城市之一。因此，积极探索重庆港口集装箱物

流发展的路径对于重庆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集装箱物流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集装箱物流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状态，随着集装箱物流的货物不断增

多，未来集装箱物流将呈以下发展趋势: 

1.1集装箱物流联盟协作更加紧密 

大的联盟集团已经开始形成，主要表现为船舶和仓位实现了共享。这意味着船舶公司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尽管载体相同，

但仍保持自己独立的商务政策和发展计划，扩大的规模使它们的运作更加有效
[1]
各类集装箱的物理指标越来越大 

当前运载集装箱的船舶在长度与宽度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满负荷可承载的集装箱数量也不断增加。主要的船舶公司开始

订购大型船舶，承诺以他们最大限度的能力，达到每箱成本最小化。 

1.3信息技术推动着航运业的发展 

如今，互联网、卫星定位系统和跟踪系统、集装箱管理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集装箱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帮助货主随时通过

网络了解货物具体的所在位置。此外，货运单据、政府文件也将通过电子方式传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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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船方和货方对码头的要求越来越多 

对船方而言，他们希望提高船舶的周转效率，尽量避免船舶在港区消耗过多的时间以及尽可能的缩短船舶从一个港区到达

另一个港区的时间。对货方而言，他们希望有运输货物的最佳途径，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从而节省托运人和收货人的物流成

本。 

2 重庆港口集装箱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2.1港区过于分散，集装箱码头堆场能力不足 

目前，重庆市从事集装箱运输作业码头有九龙坡集装箱码头、糠壳湾集装箱码头、寸滩集装箱码头一期、寸滩集装箱码头

二期、红溪沟集装箱码头、江南集装箱作业区和黄旗集装箱作业区，但是这些港口都沿靠 600 千米的长江沿岸分布，港区没有

集中在某一段沿线，带来诸多问题，如:重庆港不能很好地协调各港区之间的业务以及船公司使其准确快速地选择挂靠码头。按

现有的发展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重庆市还会在长江沿线建造一批集装箱码头，这将会导致重庆市的集装箱码头布局进一

步分散，港区和船公司的经营问题也会接踵而至。 

同时，重庆以山地为主，平坦的空地相对缺乏，靠近港口的平坦空地更是少之又少，一般情况下码头后方都没有足够的陆

域资源;另一方面，因地处内陆，以致重庆港口进几年一直面临着后方贫痔的堆存能力与前方富足的通过能力之间的矛盾
[3]
 

2.2港口装备不够完善，空重箱比例严重失调 

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以及技术的更新，重庆港口不断更新和引进大型集装箱搬运设备。但是随着新设备的引进，新的问题

也不断出现，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新设备故障的诊断和处理相对滞后。设备故障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经常导致集装箱船舶的在

港时间增加，延误班期。此外，由于重庆市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进口货物很多不能用集装箱运输，而出口货物却

大部分都需要集装箱装载，导致需要单独运载，很多没有装载货物的集装箱到重庆来装载出口的货物，空重箱比例不平衡，降

低了集装箱船公司综合效益。 

2.3相关专业人才短缺，码头岸线资源缺乏统筹规划 

一方面，重庆港口集装箱运输管理依然运用传统的管理手法，缺乏先进的集装箱管理理念;另一方面，由于起步晚又地处内

陆，先进的人才培育和管理系统以及对外人才交换系统还未发展完善。 

并且，重庆水运基础设施相对陈旧，缺乏大规模的专业性码头，但是在利益的推动下，码头岸线资源的审批并没有严格按

照规定执行，很多私人性质的小规模码头在长江沿线出现，造成码头岸线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 

2.4信息化程度不高，水铁联运集装箱运输尚未开始 

一方面，虽然重庆港的集装箱码头大都配有必要的信息化系统，但信息化程度始终偏低，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供信息交流;

另一方面，集装箱运输主要的优点体现之一便是多式联运。近几年，重庆市的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的发展势头都相当迅猛。但

由于两个运输系统之间的利益冲突，水铁联运集装箱运输难以开展。并且由于河道的季节变化，航道通行能力限制，集装箱班

轮到达不平衡，码头泊位不稳定，导致港口的生产效率的直线降低。 

3 重庆港口集装箱物流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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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完善港口基础设备设施，建立集装箱多式联运体系 

一方面，加快港口码头建设，完成主城港区新港集装箱码头改扩建工程及朱家坝、茶园集装箱码头建设工程;万州港区江南、

青草背集装箱码头建设工程;涪陵港区黄旗、北拱集装箱码头建设工程;合川港区千斤滩集装箱码头建设工程，形成 214 万 TEU

通过能力，总计达到约 385万 TEU 吞吐能力。 

另一方面，加快码头岸线资源的统筹规划与管理，积极推进“一城一港”战略，实现港口和码头岸线资源统一规划，统一

管理，同时按照超前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并注重多式联运系统性
[4] 

3.2提高港口作业效率，加快货物周转 

引进先进设备，提高港口装卸效率，减少货物在港时间。鼓励港口提高堆场作业能力，启动建设集装箱配载中心;鼓励发展

场外场，鼓励企业发展自用、公用堆场，解决目前堆场紧张的局面。鼓励发展优质运力，提高“五定”快班轮运输效率;鼓励实

施舱位共享和优化配舱，提高集装箱班轮密度，保障集装箱在港快进快出。 

3.3适当调整港口收费标准，积极培育做大市场 

逐年下降集装箱港口综合作业费;减免高速公路外地集卡重庆段通行费;降低本地集卡车路桥费、运管费、养路费等规费;加

强与云贵川等西部地区协调与合作，积极做好通道衔接与优化;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物流企业，形成服务规范、竞争充

分的物流市场;扶持货代企业、船运企业等向专业化、信息化、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不断做大做强
[5]
。并设立专项基金促

进口岸物流发展，从而培育物流企业，补贴外地集装箱中转费用;或者参照外地经验，拟争取市财政给予每个市外标准集装箱

20-50元的奖励，加大周边省市揽货力度。 

3.4提升口岸管理和信息服务水平，积极推进保税港区应用 

一方面，建立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加强学习氛围，关注前沿动态集装箱物流的发展，学习先进的集装箱管理思想，引进

先进的集装箱作业工艺，加强对集装箱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吸引更多外来人才，提高集装箱管理水平。 

另一方面，培育港口管理领域、集装箱船、集装箱代理业务、技术、信息和金融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特别是高层领导人，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设立专项职业教育基地。另外，要建立集装箱信息交换平台，大力推广使用局域网或无线传输技术，提

高操作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建成管理信息中心，成为集装箱运输和集装箱物流智能化港区
[6]
。再次，积极推进保税港区应用，借

鉴上海、天津、大连等地保税港区建设管理经验，在保税港区设立重庆航运口岸服务中心，直接为口岸进出口货物提供“一站

式”、“一条龙”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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