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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资源要素集聚、枢纽

能级提升、服务功能完善、市场环

境优化、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

了明显成效，基本建成了世界公认

的国际航运中心。”交通运输部副

部长刘小明在 2020 航海日论坛上说。

而在此前一天交通运输部在上海举

行的中国航海日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一级巡视员蔡军

也表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

从“基本建成”迈入“全面建成”

的历史新阶段。

软硬齐飞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如果说发展指数的报告相对抽

象的话，那么如果去正在北外滩举

行的“向海而兴·扬帆远航——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果展”看看，

也许就会对上海为何有实力跻身全

球国际航运中心的前三之列，有直

观而清晰的认识。在 1500 平方米的

展厅内，共展出了 500 余幅图片，

30 余件集装箱船、邮轮和飞机模型

等展品，是上海这些年在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上所取得成就的精华浓缩。

目前，上海已经汇聚了综合运

力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中远海运集

团、全球最大的造船集团中国船舶

集团、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重型装

备制造商振华重工，以及国际海事

组织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国际

海上人命救助联盟亚太中心等国际

性、国家级航运功能性机构。截至

2019 年底，全球排名前百位班轮公

司中的 39 家、全球 5 大船舶管理机

构中的 4 家、国际船级社协会正式

成员中的 10 家、全球排名前 5 的邮

轮企业均在沪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

机构。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外高

桥集装箱码头建设和洋山深水港区

选址论证‘三管齐下’，是对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有力支撑。”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张林表示。

经过多年建设，作为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主体的上海港，完成了从黄

浦江沿岸 12 个装卸作业区，到长江

口的外高桥港区，再到东海上的洋

山深水港区的华丽“三级跳”。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11 月曾

勉励洋山港建设者，要有勇创世界

提升。

今年的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

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航运中心城

市综合实力前 10 位分别为新加坡、

伦敦、上海、香港、迪拜、鹿特丹、

汉堡、雅典、纽约 - 新泽西、东京。

从前十强看，5 个位于亚洲，4 个位

于欧洲，1 个位于美洲。新加坡保持

领先态势，连续 7 年夺冠；伦敦凭

借高端航运服务的优势积累，重回

次席；上海在航运硬件和软件建设

上持续发力，首次位列前三；香港

多项指标有所下降，排名下滑至第

四；雅典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的带动作用，排名升至第八位。近

年来，世界经济重心和国际航运中

心“东移”的趋势日益清晰。对比

2019 与 2020 年亚洲航运中心排名来

看，有 11 个城市的排名有所上升，

占亚洲样本总量的 61.11%。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经

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

航运离不开港口。港口的发展，在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有着沉甸甸

的分量。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

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是新时期建

设航运强国的重要命题。

2009 年国家对上海明确提出了

“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

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

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

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

航运中心”的目标。经过 20 多年来

的发展，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十连

冠、集疏运体系不断完善、服务水

平与营商环境稳步提升……上海不

负重托，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征

途上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国际

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也正是这份

答卷的充分印证。

右图：今年航海日活

动中，帆船巡游成为

黄浦江上的靓丽风

景。摄影 /周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