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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7-2023年中国煤炭物流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

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

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

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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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煤炭物流是指从煤炭生产所需物料进入企业开始，直至把商品煤运达客户为止的全过程的

物流活动。广义的讲，煤炭物流包括煤炭企业原材料的采购、原煤开采、洗选加工、储存、

运输、销售以及矿岩等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诸多环节。狭义的讲，煤炭物流是指以原煤开采为

起点，经过销售、运输、中间商配煤加工并中转等程序和环节，最后交付终端用户消费而终

止的流通过程，即描述了煤炭产品在煤炭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实体流动。具体而言，煤炭综合

物流主要包括煤炭生产物流、煤炭销售物流和煤炭回收物流三部分。  

      过去10年，我国地质勘查发展迅速，从2003年底至2013年底，我国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

中，煤炭由10.2万亿吨增长到14.8万亿吨，

      我国煤炭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总格局是西多东少、北富南贫。而且主要集中分布在目前经

济还不发达的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宁夏等6省(自治区)，它们的煤炭资源总量

为4.19万亿t,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82.8%；截止1996年末煤炭保有储量为8 229亿t,占全国煤炭

保有储量的82.1%，而且煤类齐全，煤质普遍较好。而我国经济最发达，工业产值最高，对外

贸易最活跃，需要能源最多，耗用煤量最大的京、津、冀、辽、鲁、苏、沪、浙、闽、台、

粤、琼、港、桂等14个东南沿海省(市、区)只有煤炭资源量0.27万亿t,仅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

的5.3%；煤炭保有储量只有548亿t,仅占全国煤炭保有储量的5.5%，资源十分贫乏。

      我国煤炭资源赋存丰度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逆向分布的特点，使煤炭基地远离了煤炭消

费市场，煤炭资源中心远离了煤炭消费中心，从而加剧了远距离输送煤炭的压力，带来了一

系列问题和困难。从目前我国的主要煤炭生产基地&mdash;&mdash;山西大同，到东部和南部

的用煤中心沈阳、上海、广州、京津等地，分别为1 270、1 890、2 740和430km。随着今后经

济高速发展，用煤量日益增大，加之煤炭生产重心西移，运距还要加长，压力还会增大。因

此，运输已成为而且还将进一步成为制约煤炭工业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为此，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煤炭运输问题。只有方便的交通运输，才能使煤炭顺利进入消费

市场，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主要煤炭分布图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本对煤炭物流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

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

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本中国对煤炭物流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

、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对煤炭物流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对煤炭物流行业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对煤炭物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

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

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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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于2004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其发展目标为：到2020年，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运输

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一、规划方案。 

（一）客运专线。 

建设客运专线1.2万公里以上，客车速度目标值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及以上。具体建设内容： 

1、&ldquo;四纵&rdquo;客运专线：⑴北京～上海客运专线，贯通京津至长江三角洲东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⑵北京～武汉～广州～深圳客运专线，连接华北和华南地区；⑶北京～沈阳

～哈尔滨(大连)客运专线，连接东北和关内地区；⑷杭州～宁波～福州～深圳客运专线，连

接长江、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 

2、&ldquo;四横&rdquo;客运专线：⑴徐州～郑州～兰州客运专线，连接西北和华东地区；⑵



杭州～南昌～长沙客运专线，连接华中和华东地区；⑶青岛～石家庄～太原客运专线，连接

华北和华东地区；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客运专线，连接西南和华东地区。 

3、三个城际客运系统：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客运系统，覆盖

区域内主要城镇。 

（二）完善路网布局和西部开发性新线。 

规划建设新线约1.6万公里。 

1、新建中吉乌铁路喀什～吐尔尕特段，改建中越通道昆明～河口段，新建中老通道昆明～景

洪～磨憨段、中缅通道大理～瑞丽段等，形成西北、西南进出境国际铁路通道； 

2、新建太原～中卫(银川)线、临河～哈密线，形成西北至华北新通道； 

3、新建兰州(或西宁)～重庆(或成都)线，形成西北至西南新通道； 

4、新建库尔勒～格尔木线、龙岗～敦煌～格尔木线，形成新疆至青海、西藏的便捷通道； 

5、新建精河～伊宁、奎屯～阿勒泰、林芝～拉萨～日喀则、大理～香格里拉、永州～玉林和

茂名、合浦～河唇、西安～平凉、柳州～肇庆、桑根达来～张家口、准格尔～呼和浩特、集

宁～张家口等西部区内铁路，完善西部地区铁路网络； 

6、新建铜陵～九江、九江～景德镇～衢州、赣州～韶关、龙岩～厦门、湖州～嘉兴～乍浦、

金华～台州及东北东边道等铁路，完善东中部铁路网络。 

（三）路网既有线。 

规划既有线增建二线1.3万公里，既有线电气化1.6万公里。 

1、在建设客运专线的基础上，对既有线进行扩能改造，在大同(含蒙西地区)、神府、太原(含

晋南地区)、晋东南、陕西、贵州、河南、兖州、两淮、黑龙江东部等十个煤炭外运基地，形

成大能力煤运通道。近期要优先考虑大秦线扩能、北同蒲改造、黄骅至大家洼铁路建设和石

太线扩能，实现客货分运，加大煤炭外运能力。 

2、结合客运专线的建设，对既有京哈、京沪、京九、京广、陆桥、沪汉蓉和沪昆等七条主要

干线进行复线建设和电气化改造。 

3、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枢纽为重点，调整编组站，改造客运站，建设机

车车辆检修基地，完善枢纽结构，使铁路点线能力协调发展。 

4、建设集装箱中心站，改造集装箱运输集中的线路，开行双层集装箱列车。 

二、实施计划。 

（一）&ldquo;十五&rdquo;建设计划调整。 

到2005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5万公里，其中复线铁路2.5万公里，电气化铁路2万公里以上。

具体建设项目调整如下： 

建设客运专线，开工建设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宁波～厦



门等客运专线。建设城市密集地区城际客运系统，开工建设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长江三

角洲南京～上海～杭州，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广州～珠海、广州～佛山城际客运系统。 

加快完善路网结构，开工建设宜昌～万州、烟台～大连轮渡、合肥～南京、麻城～六安、太

原～中卫(银川)、精河～伊宁、永州～玉林(茂名)、铜陵～九江、大理～丽江、龙岗～敦煌、

黄骅～大家洼铁路等新线。 

加快既有线扩能改造，实施京沪线、焦柳线、黔桂线、兰新线武威至嘉峪关段、沪杭线、天

津～沈阳、石德线电化改造，开工建设沪汉蓉既有段、昆明～六盘水、滨洲线海拉尔至满洲

里、湘桂线衡阳至柳州复线，进行大秦线、西延线扩能改造。 

加快主要枢纽及集装箱中心站建设，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枢纽进行改造

，建设上海、昆明、哈尔滨、广州、兰州、乌鲁木齐、天津、青岛、北京、沈阳、成都、重

庆、西安、郑州、武汉、大连、宁波、深圳等18个集装箱中心站。 

（二）2010年阶段目标。 

到2010年，铁路网营业里程达到8.5万公里左右，其中客运专线约5000公里，复线3.5万公里，

电气化3.5万公里。 

进一步建设客运专线。建成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宁波～

厦门等客运专线。开工建设北京～武汉、天津～秦皇岛、厦门～深圳等客运专线。 

进一步扩大路网规模，建设云南进出境、中吉乌、合浦至河唇、赣州至韶关、龙岩至厦门、

湖州至乍浦、兰州(或西宁)至重庆(或成都)、西安至平凉、隆昌至黄桶、东北东边道等铁路。

进一步提高既有线能力，建设邯济线、宁芜线、西康线、平齐线、大郑线、滨绥线等复线。 

从云南入藏的滇藏线仍继续做好地质调查和技术经济分析，是否建设视研究论证结果再定。 

三、规划特点。 

（一）实现客货分线。 

针对目前我国主要铁路干线能力十分紧张，除秦沈客运专线外，均为客货混跑模式，客运快

速与货运重载难以兼顾，无法满足客货运输的需求，并影响旅客运输质量提高的实际情况，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实施客货分线，专门建设客运专线，在建设较高技术标

准&ldquo;四纵四横&rdquo;客运专线的同时，为满足经济发达的城市密集群的城际间旅客运输

日益增长的需求，规划以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为重点，建设城际

快速客运系统。 

（二）完善路网布局。 

长期以来，我国铁路网布局一直呈现着不合理态势，特别是在广大西部地区，运网稀疏，运

能严重不足，与东中部的联络能力差。为此，《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2020年前，以西



部地区为重点，新建一批完善路网布局和西部开发性新线，全面提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适应

能力。西部地区在加快青藏铁路等新线建设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强东西部之间通道的建设，

在西北至华北及华东、西南至中南及华东间形成若干条便捷、高效的通道，形成路网骨架，

满足东西部地区客货交流的需要。东中部地区新建一批必要的联络线，增强铁路运输机动灵

活性。新建和改扩建新疆通往中亚，东北通往俄罗斯，云南通往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

出境铁路通道，为扩大对外交流服务。 

（三）提升既有能力。 

根据我国资源分布、工业布局的实际，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提出，在建设客运专线和其他铁路线路的同时，加强既有铁路技术改造，扩大运输能力

，提高路网质量。第一，以京哈、京沪、京九、京广、陆桥、沪汉蓉、沪昆等七条既有干线

为重点，增建二线和电气化改造，扩大既有主干线的运输能力。第二，根据煤炭行业发展规

划，结合铁路煤炭运输径路的实际，通过建设客运专线实现客货分线和对既有煤运通道进行

扩能改造，形成铁路煤运通道18亿吨的运输能力。第三，在加快新线建设和既有线改造的同

时，系统安排枢纽建设，强化重点客站，并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有机衔接；调整主要编组站

，建设机车车辆检修基地，完善枢纽结构，使铁路点线能力协调发展，系统提高运输能力、

运输质量和运输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路网整体作用。第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省会城

市及港口城市布局并建设18个集装箱中心站和40个左右靠近省会城市、大型港口和主要内陆

口岸的集装箱办理站，发展双层集装箱运输通道，使中心站间具备开行双层集装箱列车的条

件。 

（四）推进技术创新。 

由于对国外高新技术的跟踪、研究、推广应用力度不够，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引进技

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国产化水平不高，使得目前我国铁路技术装备水平总体上仅相当于发达

国家八十年代水平，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要把

提高装备国产化水平作为&ldquo;十一五&rdquo;和今后铁路建设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以客运高

速和货运重载为重点，坚持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快速提升铁路装备水平，早日

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速200公里以上的机车车辆及动力组，充分整合国内资源，采取

国际合作，科研攻关等措施尽快实现国产化。重载货运机车、车辆系统引进关键技术，提升

设计制造水平。适应客运高速、快速和货运重载的要求，提高线桥隧涵、牵引供电、通信信

号技术水平。广泛应用信息网络技术，实现铁路信息化。装备水平的提升要与铁路体制的改

革相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使用效率和运输效益。

 图表：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图资料来源：数据中心整理

 图表：&ldquo;十一五&rdquo;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   规划目标及内容       货运   加强港口和口



岸后方通道建设           加强东中西部通道建设、扩大西部路网覆盖面           围绕十大煤炭基地强

化煤炭通道建设       铁路集装箱运输   建设上海、天津、广州等18个集装箱物流中心和40个专

门办理站           改造既有线路，积极推进双层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实

现&ldquo;门到门&rdquo;       铁路建设及改造   建设新线17000公里；既有线电气化改造15000 公

里       铁路总投资   十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1.25万亿元，机车购置2500亿元       2010年里程及

运营能力目标           营业里程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万公里以上       复线、电化率   复线、电

化率均达到45%以上       运营能力(2010年目标)           货物发送量   达到35亿吨左右       货物周转

量   达到27000亿吨公里       铁路集装箱运输   达到1000万标准箱；2020年，占全部铁路货运的

比重达到10%       煤炭通道   煤炭通道总能力达到18亿吨   资料来源：数据中心整理

 图表：&ldquo;十一五&rdquo;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百万吨   2005   2010   五年复合增长率       大

秦线   200   400   15%       神朔黄   120   200   11%       丰沙大线   35   60   11%       京原线和吉通线   22  

26   3%       石太、邯长、太焦   160   255   10%   资料来源：数据中心整理

 

三、国家发改委规划    46

第四节 2017-2023年全国煤炭运输需求预测   47

一、全国煤炭铁路运输量预测    47

二、全国煤炭水运运输量预测    48

三、全国煤炭公路运输量预测    48

 

第四章 2016年中国煤炭运输产业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49

第一节 2016年中国煤炭运输综述     49

一、中国煤炭工业运输格局基本概述       49

二、我国煤炭运输的可靠性分析       51

三、我国掀起&ldquo;交建&rdquo;热潮以缓解煤炭运输紧张局面    53

四、我国煤炭运输结构存在的不合理问题       53

五、今后几年中国煤炭行业运输格局分析       54

六、煤炭物流整合艰难寻路       55

第二节 2016年中国煤炭运输业动态分析 57

二、煤炭物流业发展加速 首个数字化配储基地开工     57

三、煤炭物流拟在建项目分析    57

四、第三方物流与煤炭物流的发展    59

五、煤炭物流遇瓶颈绿色物流供应链管理成关键    61



六、煤炭物流价格       62

七、环渤海湾港口群煤炭物流竞争态势的比较分析       63

第三节 2017-2023年中国煤炭物流业战略定位分析       67

一、现货补偿＋中间仓模式是煤炭业趋势       67

二、煤炭物流产业的发展战略定位    68

三、浅论煤炭企业集团物流业的发展定位       71

 

第五章 2016年中国煤炭铁路运输动态分析 75

第一节 2016年中国煤炭铁路运输总体形势     75

一、我国铁路煤炭运输现状及发展规划    75

二、中国专线铁路煤炭运输运行分析       75

三、我国煤炭运输铁路和港口发展不同步       76

四、盗窃铁路运输煤炭案件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76

五、煤炭铁路运输体制改革的分析及建议       78

六、改善我国未来煤炭运输的主要铁路项目规划措施    84

第二节 2016年中国煤炭运输通道现状分析     85

一、东西运输通道       85

1、北通道     85

2、中通道     85

3、南通道     86

4、出关运煤通道  86

二、南北运输通道       86

第三节2016年中国煤炭运输主要铁路分析      87

一、大秦铁路       87

二、朔黄铁路       87

三、侯月铁路       87

 

第六章 2017-2023年中国煤炭铁路运输趋势预测      89

第一节 2017-2023年中国煤炭铁路运输规划   89

一、铁道部规划    89

1、总体框架  89

2、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89



二、国家发改委规划    91

1、大同基地通道  91

2、神府基地通道  91

3、太原基地通道  91

4、晋东南基地通道     91

5、陕西基地通道  91

第二节 2017-2023年中国煤炭运输通道预测分析   92

一、煤炭铁路运输总体趋势       92

二、东西运输通道趋势       92

三、南北运输通道趋势       93

1、京沪通道  93

2、京九通道  93

3、京广通道  94

第三节 2017-2023年中国煤炭运输主要铁路趋势分析   94

一、大秦铁路       94

二、朔黄铁路       94

三、集通铁路       94

 

第七章 2016年中国煤炭内河运输形势运行新形势分析   96

第一节 2016年中国煤炭内河运输总况     96

一、我国沿海煤炭运输特点分析       96

二、我国水路煤炭运输基本概况       98

三、内河运输现状分析       98

四、全国主要港口煤炭发运情况       99

五、内河航道建设新进展    100

六、煤炭内河运输（煤炭流向、受益省份等）新形势    101

七、煤炭水上运输需求分析       101

八、2016年我国沿海煤炭运输市场宽松态势明显   101

第二节 2016年中国煤炭内河主要运输通道现状分析     102

一、长江通道       102

1、长江运输概况  102

2、长江中下游运输&mdash;&mdash;&ldquo;三口一枝&rdquo;转运     102



3、长江上游煤炭运输  103

二、京杭运河通道       103

三、其他内河通道煤炭运输分析       104

1、珠江  104

2、黑龙江     104

第三节 2017-2023年中国煤炭内河运输发展预测分析   104

一、长江通道趋势煤炭运输趋势       104

二、京杭运河通道规划与煤炭运输趋势    105

 

第八章 2016年中国煤炭海运新格局分析    106

第一节 2016年中国煤炭海运总体形势分析     106

一、沿海港口煤炭运输回顾       106

二、港口煤炭运输将继续保持均衡态势    106

三、海运总体格局       106

1、北方发运  106

2、南方接卸  107

四、港口煤炭运输竞争力分析    107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生产约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70%以上，在我国能源结构中，

现在和将来都将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石油供应日趋紧张的今天，保证煤炭这一重要能源

的供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上看，45%的煤炭产量集中在华北能源基地，而消费地则主要在华东、

华南沿海地区，这种产业布局形成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铁海联运的煤炭运输基本格局

。并且煤炭运输已经成为我国运输行业特别是港航运输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性货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沿海煤炭运输市

场面临着十分激烈的竞争。研究我国的煤炭运输竞争力，对我国的港航运输企业而言，又有

着特殊的意义。

1、煤炭运输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1．1构建煤炭运输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港口竞争力不同于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港口业由于其特殊性，其竞争对象的研究不能仅局限

于本国和自身，也不能只针对国外相关产业进行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能科学、客观

地表明港口业竞争力的现状与差异。



（2）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要能科学地反映所评价对象的基本状况和运行规律。指标的确定要建立在科学

的基础上，必须做到物理意义明确，测定方法标准，计算方法规范。应以现代科技统计理论

的基础结合必要的专项调查和查证、定性定量分析结合，通过综合评价得出科学合理、真实

、客观的评价结果。

（3）可操作性原则

建立的指标应该具有准确性。在选择港口竞争力评价指标时，可能有很多指标可供选择，但

是评价指标不是越多越好，指标选取太多，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却会影

响关键的作用的体现。因此，港口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与构建必须注重道港口竞争力的主

要方面和本质特征。

（4）可行性原则

评价指标的可能性是指建立的港口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数据必须能够收集，在可行的基础上，

确保所选取的指标反映港口竞争力特点并能进行定量测算和分析。

（5）应用性原则

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不一样的。建立的指标体系要适应技术飞速

发展，信息网络广泛应用，以及行业自身的特点。

1．2煤炭运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港口本身具有社会特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它沟通社会经济

的各个方面，因此港口竞争力的涉及面极为广泛。为了对港口竞争力进行全面的评估，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是必要的，为此，首先要对影响港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煤炭沿海系统涉及到船舶、码头、库场、装卸设备、货流以及运作方式等众多因素，是一个

复杂的大系统，需要用系统的方法分析、评价系统的运行情况。本文侧重研究有关沿海煤炭

港口的总体评价指标。为简化评价工作，使计算便于进行，在设置指标时遵循可操作性原则

，将重点放在系统整体在港口的整体运行情况上。

许多文献论及港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概括起来包括港口地理位置、腹地综合运输发达程度

、腹地和所在城市的经济实力、自然条件、政策环境、基础设施、集疏运系统发达程度、运

营条件、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等多方面要素。针对煤炭运输的特点，本文将众多要素归纳为

以下几个方面。

（1）港口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

港口的地理区位条件是决定港口的竞争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港口要想成为国际航

运中心，首先必须具备接近国际主干航线的战略地理位置、优良的深水航道和得天独厚的港

口自然条件。



由于港口竞争的主要对象是腹地货源和中转货源，因而如果港口位于背靠广大的经济发达地

区大陆的边缘，并且靠近国际航线，则在与其他港口的争夺腹地货源的竞争中就会处于非常

有利的地位。相反，如果一个港口远离经济发达地区，或者远离国际航线，纵然该港口具有

先进的现代化的港口设备，但是货物在本港装卸需要进行较长距离的内陆运输，这不仅需要

花费较长的运输时间，而且还要支付内陆运输费用，也很难与其他港口直接展开真正的竞争

。

航道水深是指港口的主航道水深值，短期内各个港口随时间变化水深值变化不大。当前，船

舶大型化趋势使煤炭运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船舶的营运对港口航道和泊位水深条件的要

求越来越高，目前，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港口为了争取主流船型的靠泊，争夺枢纽港的地位，

大量建造-15米以上的深水泊位和航道，并且建设宽阔的港域和锚地。

（2）港口的基础设施

煤炭港口在煤炭海运的整个系统中主要是对煤炭进行装卸和堆存，这就对港口的基础设施提

出了一定的要求。煤炭运输对港口的基础设施的要求一般包括煤炭专用泊位数、设计通过能

力、装卸设备、堆场及仓储能力等。

煤炭专用泊位的数量直接影响到可同时靠泊的船舶数量，从而影响到煤炭通过能力。

每一个港口由于泊位数，泊位吨级以及码头上装卸机械的限制，都存在一个年设计通过能力

，设计通过能力是各个港口通过能力的限制指标。

基础设施综合反映了港口泊位、堆场、库场的能力，而设备条件主要包括岸边装卸机械、堆

场作业机械及水平搬运机械。港口硬件设施的好坏是船公司和货主选择服务港口时所考虑的

主要指标之一。

（3）煤炭运输规模

港口如果想提高和保持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就必须注重港口的自身规模。港口吞吐量是衡

量港口规模的一个重要依据。港口吞吐量反映在一定的技术装备和劳动组织条件下，一定时

间内港口为船舶装卸货物的数量，以吨数来表示。港口煤炭吞吐量反映了港口目前的煤炭运

输规模，也是港口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港口通过能力主要由泊位、库场、铁路装卸线、道路等部分所组成，其中泊位能力是主要的

，港口通过能力经常受到薄弱环节能力的限制，其大小与劳动组织、管理水平、设备状况和

数量、船型等有关，也受货物种类及其比重变化情况、生产的季节性、车船到港的均衡性等

许多因素的影响。

通过能力利用率和泊位利用率则反映了现有能力的利用程度与现有能力之比，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了煤炭运输的规模。

（4）港口经营环境



港口腹地的经济实力是影响港口竞争力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国际知名港口都有着深厚的腹

地经济实力。由于强大的腹地经济实力，进出煤炭数量必然较大，因此使得港口的航线密集

，集疏运发达，而且由于马太效应，这样的港口还会吸引更多的中转货物，进一步提高港口

的竞争力。

港口考虑的是长期运营，所以港口运营费用的影响特别深远。港口的费用必须考虑到当地的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区位优势。平均每吨煤炭的通过成本通过货代或其它中间环节，最终将

影响到货主的综合运输(物流)费用，从而也影响到货主对港口的评价和选择。

港口集疏运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腹地货源能否顺利进出港口，是决定港口腹地范围的重要

因素。集疏运状况良好，则货物的周转时间缩短，其运输成本降低，对货物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而煤炭的集疏运方式包括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水运等方式。总之港口作为海陆运输的

交汇点，其发展受到整个内陆运输网络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港口在整个煤炭运输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

（5）服务水平

港口服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影响到客户对港口的选择。港口作为服务性的行业，只有使客户满

意才能吸引业务。港口服务水平是港口对外形象的窗口，也是船东和货主关心的方面。影响

煤炭运输的服务水平，具体涉及到平均在港时间、物流服务规模、客户稳定性、电子商务水

平等方面。

港口的基础条件对客户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对客户的综合服务方面。港口作业效率、拥挤程度

和船舶进港时间延滞程度，这些将直接影响船舶公司的效益。在港口作业效率中，平均在港

时间对货主(货代)产生较大影响。

港口所能提供的物流服务程度也是货主十分关心的问题。物流服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货物集

港及货物疏港的方便性、快捷性，从而影响港口效率。

对现代码头而言，除了要加速装卸外，其一系列配套设施和信息的传递和车辆、物流、箱流

的大进大出等问题都必然会出现。因此港口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港口正在推广应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和MIS（管理信息系统）。因此，随着港口信息

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港口知名度也会不断增加，在整个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

1．3煤炭运输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根据经济学原理，结合前面分析的煤炭运输竞争力影响因素和港口行业的实际情况，煤炭运

输竞争力的层次结构可从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煤炭运输基础设施、煤炭运输规模、煤炭经

营环境、服务水平五个方面来建立。

通过港口调查、客户调查、货代调查，对各个准则重要度进行两两比较，分层次建立判断矩

阵。采用ExpertChoice软件对模型进行计算，得到各层次的权重如竞争力层次模型权重表所示



。

2、实证研究

本算例的研究对象为汕头港煤炭运输的竞争地位，从汕头港的地理位置考虑，应该选取那些

位于粤东地区附近且距离汕头港较近的港口。

从煤炭运量及发展规模上比较，粤东附近的港口中，与汕头港上在煤炭运输规模上较具竞争

力的对手有厦门港、深圳港、广州港、揭阳港。其中，广州港作为华南地区综合性主枢纽港

，是华南最大的能源中转港。煤炭运输起步早、规模大，并成立了煤炭交易中心。通过水运

输送的煤炭量占广东全省电力用煤量的70％，是汕头港的最大竞争对手。厦门、深圳两港虽

然核心业务侧重在集装箱上，但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综合实力，以及近年来对煤炭业务

的发展，煤炭运输也形成了一定规模。揭阳港位于广东东部揭阳市榕江中游。

虽然与汕头港同处于粤东地区，但由于近年来粤东、闽西及赣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汕头

港由于其基础设施的落后，船舶在港停泊时间长，近年来已有相当部分物资改从揭阳港直接

进出。并且在当地电力用煤的需求带动下，揭阳港近年来煤炭运量增长较为迅速，给汕头港

造成了一定威胁。

通过统计网站、各港口网站的浏览及实地调研，并与相关专家的讨论，将汕头港、厦门港、

深圳港、广州港、揭阳港五个港口针对各项二级指标打分，将所得分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得

到五个港口的最终竞争力评定结果如下表。

通过计算，各竞争港口的比较结果如下图。在五个港口中，煤炭运输竞争力的排序为广州港

、深圳港、汕头港、厦门港、揭阳港。其中广州港的优势较其他四港更明显。广州港由于其

煤炭运输历史悠久，存在较强实力，无论是在煤炭运输的硬件设施还是在煤炭运输经营环境

上都具有较大优势；深圳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在煤炭运输上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汕头港虽然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从事煤炭运输也有一定历史，但是由于其老港陆域

面积狭小，基础设施落后，陆上疏港道路不畅，船舶在港停泊时间长，已无法满足其腹地对

煤炭的需求，部分货物流向周边其他港口；厦门及揭阳港虽然目前在煤炭运输上较逊于其他

几个港口，但由于其腹地的需求强大，存在较大发展潜力。

研究结果表明，港煤炭运输在地理位置、水深条件及煤炭运输规模上都具有一定优势。但由

于老港区陆域面积的限制，基础设备的老化以及服务水平的滞后，使汕头港的发展受到了局

限。汕头港若想在煤炭运输上有更大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必须在这几个方面有所改进。

根据以上分析，煤炭经营环境、煤炭运输规模、服务水平、煤炭运输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及

自然条件这些因素都对煤炭运输竞争力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用来分析预测某一港

口煤炭运输竞争力的大小。这就是说，如果要提高某一港口的煤炭运输竞争力，就必须考虑

改变总体模型中的这些重要因素；而如果煤炭运输竞争力不高，也需要详细分析总体模型中



的各个因素，有可能是某个因素不适合煤炭运输竞争力的提高。因而，本文构建的港口煤炭

运输竞争力模型对解决煤炭运输竞争力的科学评价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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