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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洋口港机遇 

谈东晨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能为南通市洋口港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洋口港因其所具备的能源专业性、区位条件和

发展空间等因素而在“冰上丝绸之路”中占有先天优势。相关单位应抓住历史性机遇，在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弥补

如硬件设施、管理技术和投资等方面的不足，必能在国家战略建设中大有可为。 

一、调研背景 

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离不开稳定、高效的货物进出口渠道，而在国际货物运输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海洋运输。

据统计，中国90%的外贸货物依赖于海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扎实推进，我国海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优质

港口无疑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组织笔者等于2018年11月7日对南通市洋口港展开了实地

调查。 

洋口港位于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是一座离岸型深水港。从20世纪80年代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到如今的围垦开发、巨轮靠

泊。在国家新一轮沿海开发征程中，洋口港取得了长足发展：全国单宗面积最大的海域使用权证获批、长三角海岸外首个人工

岛“阳光岛”建成港区、南通沿海首个10万吨级LNG（液化天然气）专用码头建成投运、一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等。毋庸置疑，

洋口港已乘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早班车。然而，新时代洋口港的建设与发展不能止步于此，更要抓住“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所带来的机遇。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冰上丝绸之路”是我国近年来逐步推进的规划之一。2017年7月4日，习近平主

席出访俄罗斯与梅德韦杰夫总理会晤时，首次正式提出“冰上丝绸之路”概念，这是中俄北极航道合作的最新内容和方向——

中俄两国要共建的东北航道。依托东北航道建构的“冰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欧盟国家的最短海上航程，与途经马六甲

海峡、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甚至非洲好望角的中—欧传统航线相比，东北航道可缩短大约三分之一的航程，而且最大限度地避

免了地区战争、海盗及他国军事干扰对海运所构成的威胁。随着航道开通的自然条件日趋成熟，2018年1月我国政府发布的白皮

书《中国的北极政策》，对于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充满信心。除了等待有利时机，当务之急是加强与“冰上丝绸之路”相配

套的船只和港口建设。放眼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洋口港在其中具备先天优势，“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应纳入洋口港未来的发展

规划中。 

二、能源专业性切合“冰上丝绸之路”特色 

“冰上丝绸之路”是中俄能源合作之路。2013年中石油受邀加入俄罗斯亚马尔LNG项目，每年至少有400万吨液化气销往中

国市场。销往亚洲的液化气在夏季的5个月内可通过东北航道穿越白令海峡，历时19天到21天抵达中国和其他太平洋西岸国家，

比欧洲航线平均节省约20天。“冰上丝绸之路”也是通往欧洲的便捷之路，能够显著提升北欧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水平。例如，

北欧国家挪威是位于世界前列的石油出口国，其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巨大，自2016年底中挪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往来

日趋郁勃，挪威或许是未来中国石油进口的重要供应国之一。 

洋口港具备极高的能源专业性，精准切合“冰上丝绸之路”的产业特色。实践证明，洋口港足以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中扮演领头羊角色。2018年7月19日，俄罗斯亚马尔项目向中国供应的首船液化气通过东北航道运抵洋口港。在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规划面积为45平方公里的临港工业区中，一区和四区（共20平方公里）用于发展石化产业，二区（10平方公里）主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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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液化品仓储物流、装备制造、石材交易加工等产业。而且，开发区内引进有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台湾中石化化工新材

料、法国艾森化工等重大项目，这些企业的能源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能够有效促进如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未来，洋口港将承

担更多的能源卸载量，不仅要保障华东地区的能源供给，还要重点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补充性的化工产业。 

三、区位条件发挥“冰上丝绸之路”效益 

除了能源合作，“冰上丝绸之路”可以大幅降低中国国际贸易的海上运输成本，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

带发展有着战略意义。北极航道大大拉近了我国与北美东海岸港口和欧洲港口的距离，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走出去”、

扩大北美、欧洲市场份额，以及北美、欧洲货物出口远东，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战略角度看，“冰上丝绸之路”能够进一

步提升我国东部、北部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从国内市场看，“冰上丝绸之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于欧洲先进生产设备、优质水产等商品的需求。 

洋口港是能够接纳重吨位船舶的深水港，所在地南通是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城市，这使得洋口港在地理位置方面扮演着

双重角色——不仅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上海的有力辅助，更能对江苏长江经济带发挥无可替代的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洋口港

身处繁荣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环境，交通便捷，货运潜力巨大，融资难度较小。因此，洋口港的区位条件也是其在“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中的优势之一。 

四、发展空间承载“冰上丝绸之路”机遇 

与国内其他港口相比，洋口港本身所拥有的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其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优势。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成立于2005年，2009年与长沙镇实施区镇一体化管理，是如东县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港口，在

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后起之秀的身份也带来了弹性的发展道路选择，国内港口的成熟经验能够让洋口港在“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中少走弯路，节省下的试错成本可以转化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功能布局方面，洋口港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260平方公里，规划有海上作业区、临港工业区、现代物流园区和港口新城区

四大功能区。围绕石化、能源、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的“3+1”产业定位，园区先后投入超过100亿元，相继建成黄海大桥、管

线桥及临港工业区、阳光岛等重大基础设施。在生产效益方面，2017年全区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亿元，固定资产投入89.15

亿元，工业应税销售53.3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116亿元，到账外资6833万美元。如果说“冰上丝绸之路”为一些东北港口城市

的振兴另辟蹊径，那么对于制度较为完善、治理水平较高的洋口港来说，“冰上丝绸之路”更是锦上添花的发展机遇。只要统

筹协调好产业巩固与转型的关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紧跟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洋口港定能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更有作为。 

五、弥补不足创造成熟的港口条件 

当然，相关单位在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也应弥补现阶段洋口港建设的部分不足，为落实历史性机遇创造成熟的港口条件。 

首先是硬件设施。在实地调查中，能够感觉到洋口港与国际和国内一流的港口仍存在差距。作为起步较晚的年轻港口，洋

口港至少在泊位数量、自动化设备和作业规模等硬件设施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近年来，港口致力于航道、泊位、人工岛、

海洋铁路和桥梁的建设，前景可观。未来港口建设应重视创造适合“冰上丝绸之路”船舶停靠、服务、装卸和物流运输的条件。 

其次是管理技术。将洋口港定位为硬件条件一流且辐射力极强的国际化现代港口，就迫使管理者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一

方面，港务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将日趋复杂，国际贸易中诸如海关协调、生产安全、标准化作业、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需要

成熟的管理体系和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与长沙镇实施区镇一体化管理，对相关单位的社会治理能力提

出了极高要求，如何统筹经济和社会同步、稳健发展将是对管理者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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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投资。过去，洋口港曾因建设难度大、投入多，令不少企业望而却步。资金筹措困难，直至中石油江苏LNG项目与香

港保华徳祥集团港口开发项目形成合力，洋口港才得以进入实质性开发建设。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想在“冰上丝

绸之路”背景下牢牢把握洋口港机遇，管理者就要树立未雨绸缪意识，积极利用区位优势吸引投资。把眼界和落脚点放在冲破

局限于如东县、南通市范围的位置，科学规划、利用资金。只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对症下药，洋口港必能在“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中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