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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港口服务业发
展方兴未艾。
上海和鹿特丹作为世界和欧洲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对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振兴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同时，处于快速崛起中的中国港口产业亟待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
然而，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港口经济、政策与管理》的顺利出版将有助于我国高等院校造就一大批
港口产业的经营人才和管理精英。
《港口经济、政策与管理》一书为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宋炳良博士和荷兰鹿特丹港务局高级顾问及荷兰
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彼特·德兰根(Peter De Langen)博士多年合作的结晶长期以来，宋教授和德
兰根教授分别在上海和鹿特丹等地从事港口经济、航运和物流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较
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因而享有相应的学术声誉。
本书由浅入深、资料翔实、数据及时，既汇集了当今国际上港口经济管理学科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
又在一些专题探讨中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既有港口历史演变轨迹的回顾，更对港口发展未来作前
瞻性的分析。
除了造福于中国海运教育事业和港口研究外，我热忱希望并完全相信，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能为加深中
国和荷兰两国之间、上海和鹿特丹两大港口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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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4章，阐述了港口功能及相关服务、港口货物与港口设施、港口位置及其腹地联结、港口环
境及其供应链、港口空间转换与产业集群、港口企业行为分析、港口定价理论、港口服务供需关系与
港口竞争、港口业绩评估和经济贡献研究、港口公共利益及其保护、港口体制改革与市场开放以及港
口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管理等内容。
在介绍港口经济管理学科现代理论框架和观点的同时，本书针对一些中国港口的热点问题，如中国东
部港口至中西部地区通达性评估比较、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合作竞争关系重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及其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突破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本书既可作高等院校交通运输、物流管理和产业经济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供交
通运输和物流领域有关企业、研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科研工作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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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无论对采矿业还是加工制造业来说，运输成本和运输系统的可靠性会导致运输链成本的
增长或降低，因而也是影响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何都投资建造自己的码头。
在干散货运输链中，港口不仅仅是一个运输节点，还是一个货物的存储场所。
由于船舶装载量和内陆集疏运(大部分为铁路、公路和内河运输)运力间的巨大差异，大量的干散货不
得不在码头进行存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港口对制造企业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制造企业有大量的原材料需求。
由于采矿业与制造业顺应了港口纵向一体化以及门到门的运输趋势，一般来说大宗散货运输链相对比
较稳定和合理：无论何时都有降低成本的机会，采矿业和制造业都肯定能以此获利。
2.1.2液体散货液体散装货物称为液散货(1iguid bulk)，主要包括原油和液体化学品两种。
当然，液体散货还有甲醇、丙烯及其他许多种化学品。
液体散货的运输链与干散货非常类似。
大型油品企业也往往将其业务扩展至码头业，以此保证较低的运输成本。
这些企业数量有限，而运输成本也是影响油品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液散货也会常常在港口进行存储，一般存储在专门的罐箱中。
干散货运输与液体散货运输之间有以下三个主要区别：首先，液体散货之间的转手交易更为频繁，特
别是油品。
油品由船舶从中东运至欧洲往往会转手交易多个贸易商。
因此，油品的存储并不仅仅为了运输，还为了商业原因，那就是贸易商期望价值的增长。
其次，由于液体散货运输风险较大，安全标准要求更高。
因此，码头装卸必须有专门的工艺要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专业化的液体散货装卸公司多数会与大型的油品企业合作经营。
典型的例子就是Vopak和0tfjell。
最后，液体化学品的内陆集疏运往往由管道运输完成。
管道从港口延伸到液体散货的主要用户。
对于港口的竞争力来说，这种管道的存在与否极其重要。
这类管道既有国有属性，也有油品企业(私营企业或合伙企业)投资拥有的特征。
2.1.3准散货准散货(neo-bulk)的特点是需要特种船舶运输以及专用的装卸设施进行装卸。
这类货物往往因为尺码庞大，易碎或过重而无法用集装箱运输。
典型的准散货有汽车、纸张、木材和钢材。
不同种类的准散货需要不同的港口专业化装卸设施以及专用船舶。
例如，汽车承运商一般将装配完的整车从制造地(如日本)运至最终市场；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至大西
洋欧洲沿岸地区的纸张和木材专用船舶和装卸码头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
再例如，大型钢铁制品的运输必须由专用船来完成，为了保证装卸不受天气的影响，装卸也必须在有
屋顶遮掩的码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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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5月，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宋炳良博士在中国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的资助下赴荷兰名校——鹿特丹
依拉斯姆斯(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大学做访问学者，留学期间得到了包括雨果·罗斯(Hugo
Roos)教授、艾伯特·芬斯特拉(Albert Veenstra)助理教授和彼得·德兰根(Peter De Langen)博士在内的荷
兰朋友的热情招待和帮助，取得了不少的收获。
其中，荷兰港口和运输物流学科的先进教学理念和丰硕研究成果给来自中国上海的学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留学一年里，宋炳良经常就港口经济和管理问题与德兰根交换看法，并就面向中国高校学生等中国读
者的《港口经济、政策与管理》一书编写达成共识。
随后，德兰根博士主要负责当今国际学术观点的梳理和归纳，基本框架的设计以及欧洲港口素材的收
集；宋炳良。
教授负责本书的整体结构确定、章节内容的组织和调整、中国港口热点问题的探讨以及理论分析方法
的充实等工作。
作为中荷两国学者合作的结晶，本书由宋炳良和德兰根共同编著完成，并由宋炳良负责书稿总纂以及
联系安排出版等事宜。
值此本书付梓之际，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黄有方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这是对
作者莫大的鼓励。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部主任余思勤教授给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张欣同学，上海海事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
研究生刘志强、余科辉、王翠婷、彭君根、戴雯吉、黄海凤和李慧同学利用寒暑假期为本书承担了英
文资料的翻译工作；鹿特丹依拉斯姆斯大学博士生Mar-tijn van der Horst先生协助收集和整理国际理论
前沿动态信息。
为此，作者向他们一一表示衷心的感谢!《港口经济、政策与管理》一书的出版获得上海海事大学研究
生教材建设项目、上海市人事局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7年度“浦江人才计划C类”基金项目、
上海海事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XR0101)的资助。
特此，谨向基金资助单位致敬。
本书的编著力图较为全面地反映当今港口经济理论、港务企业战略决策、港口产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
度安排等领域学术最新动态以及中国港口的最新发展，但由于作者学识和能力有限，书中不免有些缺
陷和错误，其全部责任应由作者承担，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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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港口经济、政策与管理》：世纪高教·物流管理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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