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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志气和勇气，要做就做最好

的，努力创造更多世界第一。如今，

汇聚众多先进科技的洋山四期无人

码头，是目前全球正在运营的规模

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已经成

为中国海港的一张世界级名片。

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是港口

集疏运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重要板块。

随着长江 12.5 米深水航道向上游延

伸，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龙头，

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分工协作、

优势互补的长江港口体系逐步形成，

长江中上游江海联运能力大幅提升。

到今年年底，上海港腹地长三角地

区的集装箱将通过苏申外港线、平

申线、杭申线、长湖申线、大芦线

等航道直抵芦潮港等内河集装箱港

区，上海港集疏运体系将得到进一

步优化。

2017 年，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4000 万标箱的

港口，2019 年达 4330.3 万标箱，连

续 10 年蝉联世界集装箱吞吐量第一。

一手牵长江，一手牵世界，上海港

集装箱班轮航线直达全球近 300 个

港口。

与此同时，上海空港也与海港

建设比翼齐飞，两大机场基础设施

进一步完善。2019 年，上海机场通

航全球 50 个国家，通航点总数达

314 个，两大机场旅客吞吐量首超 1.2

亿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 405.7 万吨。

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港已经成为我国

客运量最大的航空枢纽，全球排名

第四；货运量全球领先，浦东机场

货邮吞吐量位列全球第三。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主任於

世成认为，从指标体系来看，港口

条件方面，上海硬件方面进入前三

名是毫无疑问的。而上海在不断改

善港口硬件设施的同时，航运“软

实力”也取得重要突破，供应链节

点地位与高端航运服务功能加速融

合，海事法律与仲裁、航运融资与

保险、海事教育与研发、航运咨询

与信息等服务能级进一步提高，作

为国际航运中心的综合实力更进一

步。

我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国家级航运交易所——上海航运交

易所，自 1996 年应运而生后，首创

“一门式”通关服务平台，搭建上

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首发国际集

装箱运价指数，填补国际空白，并

逐步打造 21 大类涵盖各主要运输市

场及船员薪酬、“一带一路”、船

舶价格等主要指标在内的“上海航

运指数（SHSI）”品牌……20 多年来，

上海航运交易所书写了中国航运业

的诸多“第一”。

2019 年上海航运保险业务规模

也首次超越老牌保险中心香港，上

海船舶险和货运险业务总量达 43.7

亿元，在全国占比 23.5%，已成为国

内航运保险市场中心，国际市场份

额也名列前茅。2019 年，上海的海

事律所合伙人数量已经达到 629 人，

位居全球第四。

当下，临港自贸区新片区已成

为上海对外开放和开展国际贸易的

重要窗口。今年 5 月 20 日，上海

海事局向洋山港海事局下放及调整

36 项行政执法事权，推动临港自由

贸易新片区海事业务“区内事、区

内办”。6 月中旬，洋山海事局只

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下放行政

执法事权后的首单船舶登记变更业

务，比以往常规流程节省了 3 至 5

天时间。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改革推进下，与航运服务相关的多

种业务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上海现

代航运服务业百花齐放，更繁荣更

高端。

据悉，接下来上海将深入推进

国际航运中心新一轮建设工作：一

是夯实枢纽门户功能，强化国际航

运竞争力。二是强化资源配置功能，

提升国际航运影响力。三是聚焦科

技创新功能，形成航运发展策源力。

　　进入 7 月，上海港每日的集装箱吞吐量已基本恢复至

正常水平。今年上半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2000万标准箱，仍然保持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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