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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摘要

    港口物流是最近几年才频频出现在学术研讨和各类媒体上的新名词。港口物流是指中心港

口城市利用其自身的口岸优势，以先进的软硬件环境为依托，强化其对港口周边物流活动的

辐射能力，突出港口集货、存货、配货特长，以临港产业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优

化港口资源整合为目标，发展具有涵盖物流产业链所有环节特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港口

物流是特殊形态下的综合物流体系，是作为物流过程中的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节点，完成整

个供应链物流系统中基本的物流服务和衍生的增值服务。

　   世界港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港口功能定位为纯粹的"运输中心"，主要提供船

舶停靠、海运货物的装卸、转运和仓储等；第二代港口功能定位为"运输中心＋服务中心"，

除了提供货物的装卸仓储等，还增加了工业和商业活动，使港口具有了货物的增值功能；第

三代港口功能定位为"国际物流中心"，除了作为海运的必经通道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有形

商品的强大集散功能并进一步提高有形商品的集散效率之外，还具有集有形商品、技术、资

本、信息的集散于一体的物流功能。目前，世界主要港口中第二代港口仍是发展的主流，但

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和信息网络化，一些大型港口已经开始向第三代港口转型。 

　　 在港口物流发展过程中，港口物流发展轨迹是一个由成本理念到利润理念再到综合物流

服务理念的过程。成本理念追求的是降低物流总成本，利润理念追求的是获取最大利润，而

综合物流服务理念则除追求商品自然流通的效率和费用外，还要强化客户服务意识，切实转

换经营和管理方式，按现代物流的要求进行整合，以客户为中心进行管理和控制，提供完善

的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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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09-2010年中国港口物流市场的竞争秩序构建 

一、强化竞争风险约束构造规范性的竞争机制 

二、规范港口物流组织的市场行为 

三、调整港口物流市场结构构建有效竞争模式 

第十一章 2011-2015年中国港口物流的发展前景与趋势展望分析 



第一节 2011-2015年中国港口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沿海港口未来发展面临的形势 

二、中国沿海港口未来发展趋势及重点 

三、中国港口业资产整合是发展趋势 

四、中国现代港口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11-2015年中国港口物流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未来港口向基于物流供应链的第四代港口发展 

二、智能港成为港口物流的发展新方向 

三、港口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趋势 

四、2011-2015年中国港口物流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1-2015年中国港口物流业投资价值分析 

第一节 2011-2015年中国港口物流业投资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二、港口规划管理规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 

五、《关于加强流通法律工作的若干意见》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A型）的暂行管理办法》 

第二节 2011-2015年中国港口物流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预警 

一、中国港口物流业投资机遇分析 

二、中国港口物流业投资风险及控制 

三、中国港口物流业投资建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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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据与资料；

　　行业公开信息；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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