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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移交给中国

而引发热议的中国海外港口建设潮，是

2015 年一个无法回避的国际话题。吉

布提港、也门亚丁港、缅甸皎漂港、孟加

拉国吉大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马尔

代夫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中国企

业正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参与港口项目，

且中国建成和正在建造的港口码头遍

布航运要道。巴哈马北阿巴科岛新建

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

达尔港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等均位于国

际航运中转中心。

除海外港口建设合作主力中远集

团和招商局之外，正面临转型的国内各

个港口公司也开始加入到这一进程中，

包括青岛港、深圳港、连云港等多个港

口公司都开始通过“友好港口”、合作运

营等多种形式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

进行相关合作。

中国海外建港
进入“高速期”

中国公司向海外港口发展并非眼

前数年之事。早在2001年，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公司(下称“中远集团”)旗下的中

美洲公司开始尝试码头业务，就已经启

动了中国公司参与海外港口投资、建

设、运营的第一步。后来，中远集团旗

下的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投资遍布海

外枢纽港，包括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埃

及的塞德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新加

坡港、以色列的阿什杜德南港口、阿尔

及利亚中部港等或相关业务。

在最初的几年中，中国公司参与

海外港口的步伐处于较为缓慢阶段，

而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大，

海外港口参与的脚步也愈渐加快。中

远集团前任董事长魏家福曾经毫不掩

饰地表现对于投资港口的热情：“只要

有中远航班的地方，只要港口码头有

成长性，我们都愿意探讨合作的可能

性。”

在这些海外港口的区域分布中，也

呈现出了逐渐多元化的分布态势，即在

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四个大洲均有相

关业务的分布。在多元化的同时，沿着

“一带一路”的规划图，亚洲和非洲的海

外港口建设显然成为重点区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资企业投资海

外港口的步伐越来越快。除了中国海

外港口控股公司与招商局国际和中远

集团联合拿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运营

权，中远入股比雷埃夫斯港，招商局国

际对科伦坡一个集装箱港口项目持股

85%、入股吉布题港之外，还有招商局

国际投资 100 亿美元承建坦桑尼亚巴

加莫约港项目、投资约 10 亿美元建设

俄罗斯扎鲁比诺港，以及其购买Termi-

nal Link 港口公司49%股权，中远太平

洋公司入股埃及塞德港、比利时安特卫

普港、新加坡港等，上港集团持股25%成

为比利时 APM 码头泽布吕赫公司股

东，中港公司正在建设巴哈马北阿巴科

岛新港口。而尼加拉瓜运河建设计划

背后的那位神秘商人王靖，要斥资100

亿美元在克里米亚半岛建设一座深水

港。

贸易是目的

中国海外港口的“珍珠链”正日益

加长，其主要目的仍然是贸易。正如克

里米亚深水港建成后，将为中国和欧洲

市场开启一扇更加方便的贸易大门。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全球第一贸

易大国”的地位。在2013年，中国进出

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这一历

史性关口，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4.16

万亿美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

国。同样，2013年中国参与了3个海外

港口项目，2014年参与了5个海外港口

项目。

随着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对外

贸易及集装箱运输的快速发展，欧洲和

北美等国的港口设施已经越来越不能

满足亚洲船舶的需要。国家发改委综

合运输研究所交通运输规划研究室主

任罗萍曾表示：“欧美等国在港口设施

上的滞后，肯定会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

的贸易。”这意味着中国航运公司和港

口经营者必须增加投资，提高能力，满

足需求。

从瓜达尔到吉布提，中国近十多年

里参与了 10 多个海外港口合作项目。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

飞曾表示，中国在海外建港口码头用于

货运，对于中国和港口所在国经济发展

是双赢。“一带一路”建设，贯穿欧亚大

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

洲经济圈，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贸

易发展平台。中国已与东盟和巴基斯

坦、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签署

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提供了机制保障。在近年中国

外贸进出口增速明显回落的状况下，适

应新形势必须持续扩大出口和增加进

口，巩固出口市场份额。通过“一带一

路”战略合作，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关系，提高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优势企

业走出去开拓市场，稳定外商投资规模

和速度。另外一方面推动国内不具备

比较成本优势的产业进行区域间转移，

让这类产业寻找新的出路，促进转出地

产业升级，并促进相关国家（地区）产业

发展，逐步形成区域供应链、产业链和

价值链，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

络，达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标，扩

宽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

（下转第十四版）

本报记者 宋笛鲁扬

30万公里梦想与道路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建港热度增加

2014年6月，利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建设的巴哈

马北阿巴科岛新建港口项目破土动工。中港美洲区

域公司总经理唐中东表示，该项目是中港公司参与巴

哈马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合作机

会。

巴哈马北阿巴科岛优惠贷款港口项目于2012年2

月完成商务合同、框架协议和贷款合同等各项文件的

签署，2013年8月工程首付款发放，2014年6月12日

工期开始。计划在2016年8月12日前竣工。

今年，中俄还签署了合作建设俄罗斯扎鲁比诺大

型万能海港项目，该港口则位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航

道上。

中国在海外合作建设港口和码头的必要性是显

而易见的：一是符合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互利双赢的商业合作项目；二是维护中国海外日

益增加的核心利益，就连中国远洋渔船都已经远赴非

洲等海域捕鱼作业，中国油气田、矿山等海外资产也

在不断增加，可见中国海外利益延伸广度之大。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扩大对周边地区辐射影

响，提高海上通道安全和资源供给保障水平，支持沿

线国家港口、海运及物流仓储等航运基础设施能力建

设。并以亚欧经济一体化为长期目标，对境外开发园

区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和扩大进口贸易等都有极大的

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参与海外港口项目中，中

远集团以及招商局成了“出海主力”。中远集团参与

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等多个港

口项目，而招商局则参与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二

期、科伦坡码头等多个港口项目。据相关资料，到

2015年招商局已在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港口

中拥有54个码头、323个泊位，业务范围涉及全球四大

洲。而中远旗下的港口出海主力中远太平洋有限责

任公司也在海外覆盖了4个港口，拥有集装箱泊位19

个，年处理能力1100万标准箱。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航运市场不景气、

航运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港口企业依然能够保

持较为稳定的收益。2015年，中远太平洋实现净利润

3.42亿美元，其中码头业务实现净利润1.89亿美元;招

商局国际实现净利润38.2亿港元，其中码头业务实现

净利润35.18亿港元;上港集团实现净利润为49.69亿

元人民币。

这一点值得思考。

记者手记

海外建港：企业布局
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

宋笛鲁扬

在“一带一路”

和“海洋强国”

战略背景下，中国海

外港口的数目逐渐增

多，中国在美洲、非

洲、亚洲、欧洲都开始

尝试通过各种形式参

与到海外港口的建设

中。鉴于港口在全球

贸易中的显著地位，

这些海外港口将在中

国“走出去”战略中扮

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 30 万公里海岸

线的诱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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