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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上海、宁波、连云港为主，充分发挥温州

、南京、镇江、南通、苏州等沿海和长江下游港口的作用，服务于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沿线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各大港口群中，长三角港口群是其中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一个。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作为长三角港口群的代表，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核

心和重要支撑。目前，全球货物吞吐量位列前十位的港口中，长三角地区占据三席，宁波舟

山港、上海港和苏州港分别位于第一、二和第七位。长三角港口群在集疏运体系建设、江海

河海联运方面一直在进行一体化探索，当前航运一体化建设逐渐从要素合作走向制度合作。

2021年，沿海七大区域港口群分化发展，区域排位小幅调整。长三角港口货物吞吐量占

比39.3%，稳居各区域之首；山东沿海、津冀和珠三角分别占14.6%、14.5%和12.8%，山东沿

海超过津冀位列第二位；西南、辽宁沿海和东南分别占6.7%、6.5%和5.7%，辽宁延续2020年

的负增长、跌出前五名。长三角腹地经济发达、产业链齐全，发展韧性强，带动沿海港口除

钢铁、矿建外绝大部分货类的普遍增长，2021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2%，两年平均增

速为4.0%。截止2020年底，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350万标准箱，增长0.4%。连续十一年蝉

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综合上海内河货物吞吐量；全年共完成货物吞吐量71877万吨

，与2019年相比基本持平。宁波舟山港202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1.72亿吨，同比增长4.7%；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2872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3%，运输生产实现了逆势增长，货物吞吐量连续

第12年保持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位列全球第三。  

长三角港口由分散竞争向协同合作发展，着眼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港口网络规划与布局，以

资本为纽带、多式联运为契机，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同时推动航运服务由聚

焦&ldquo;船舶服务、港口服务&rdquo;的核心服务产业向兼顾&ldquo;船舶代理、修造服务、

劳务经纪、船舶检验&rdquo;等支持服务产业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促进长三角港口群

集疏运和现代航运服务双轮驱动。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长江三角洲区域要推动港航资源整合，优化港口布局，健全一体化

发展机制，增强服务全国的能力，形成合理分工、相互协作的世界级港口群。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长三角地区港口业市场深度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共八

章。首先介绍了港口的定义、功能、分类、管理机构及行业规划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港口业

和长三角地区港口业的发展现状，并对长三角港口经济运行状况做了详实的分析。然后具体

介绍了长三角地区主要港口及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随后，报告对长三角港口的投资做了细

致的分析，最后分析了长三角港口业的发展前景及未来趋势。您若想对长三角地区港口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长三角港口的建设运营，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港口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

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长三

角地区港口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长三角地区港口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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