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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海洋运输业的发展，产业集群特征愈发显现。文章探讨了我国海洋运输业

集群的特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海洋运输业的集群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我国

海洋运输业集聚程度的排序，提出了发挥我国海洋运输业集群优势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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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海洋运输业集群的特点

海洋运输业集群以港航企业为中心、港口开

放城市为载体、综合运输体系为动脉、海洋运输

及相关产业为支撑、海陆腹地经济为依托，实现

各个层面彼此间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发展，

进而推动区域的繁荣发展。我国海洋运输业集群

有其自身的特点，通常都是以地区性的港口、交

通枢纽为中心扩散出来。

以上海为例，上海海洋运输集群由航运公司

(上海及周边港口营运的国内外航运公司，国内

企业主要有中远集团、中海集团、锦江航运、中国

外运等企业)、航运相关公司(船代、货代、物流

及第三方物流公司)、港口(上海港及周边港

口)、港口运营机构和相关产业(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上海振华港机以

及提供理货、装卸、仓库等码头服务公司)、利益

集团和协会(中国港口协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

协会、中国船舶代理行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

理协会、中国集装箱工业协会、上海市物资流通

行业协会等)、公共部门(上海市政府、交通部、

大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关领域(为企业提供财

务服务、金融服务等的机构)、修船和造船厂(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造修船厂配套厂(船舶零部件

厂)九大领域构成。在上海范围的海洋运输业集

群中，航运公司、相关物流配送公司依托上海港

口运营状况的发展，修船和造船厂及配套企业依

托航运公司的发展。各种企业相互紧密配合形成

一个整体，企业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二、我国海洋运输业集群的实证分析

整个海洋运输系统分为5个部分：大型船舶

运输企业、大型物流企业、港口能力、制造及维修

企业、科研机构。使用7个指标：(1)无船承运企

业数；(2)国际班轮业务经营企业数；(3)排名前

一百的物流公司数；(4)港口货物吞吐量吨数；

(5)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吨数；(6)造船厂、航运相

关机械设备制造厂、船舶修理厂数；(7)科研机

构及专业院校数。其中地区内无船承运企业和国

际班轮业务经营企业数反映了这个地区大型航

运企业的集中程度；排名前一百的物流公司个数

反映了该地区港口或航运资源与内部其他资源

相结合的能力；港口货物吞吐量表示该地区港口

货物周转能力的大小；港口集装箱吞吐吨数表明

该地区的港航企业的集装箱化程度；造船厂、海

洋运输相关机械设备制造厂、船舶修理厂数表明

航运辅助行业支撑能力的大小；科研机构及专业

院校个数表明该地区技术进步和开发能力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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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选择直接参与海洋运输及其辅助领域的省份

24个，得到我国海洋运输及相关企业和机构分

布情况如表1所示。

按照海洋运输及相关企业的密集程度排序，

上海是密集程度最高的城市，而且远远高于位于

第二的广东省；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江

苏省和浙江省。按照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相对差异排序，资本最为密集的是江苏省和

湖北省，广东省和山东省在海洋运输业中劳动密

集型企业远多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此我国海洋

运输业中的重要企业在地域分布上是比较集中

的，主要集中在东部及南部沿海省市。我国海洋运

输业无论在企业集中程度，还是在发展潜力上最

有影响力的地区是以上海为首的华东地区。

三、发挥我国海洋运输业集群优势的政策

建议

集群作为一个系统也存在系统失灵，需要政

府的扶持和干预。集群系统失灵分为多个方面，

包括市场功能失效、信息失灵、创新行为者相互

表I 我国海洋运输及相关企业和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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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限，公共基础设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我

国海洋运输业集群中普遍存在创新效率低下等

问题，需要采用相应政策来克服问题，培育和发

挥我国海洋运输业的集群优势。

1．健全市场机制

在知识经济的国际环境中，我国海洋运输集

群创新效率低下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发育的

不健全。为推动我国产业集群创新的发展，提高

整体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政府需要不

断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我国应

重视航运、物流以及相关制造行业市场的制度和

法律建设，规范市场行为准则，消除不利于市场

经济发展的各种条块分割现象和各种老化思想，

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竞争

环境，使市场对创新的需求能直接反馈到企业的

经营活动中，从而产生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切

实提高企业对科技进步的需求。

2．强化集群中各因素间的联系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知识技能

的存量，更取决于知识技能在产业区的扩散与学

习效应，而这些效应则依赖于产业集群中各主体

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程度。政府要促进企业与企

业间的联系，充分利用产业集群内相关企业的竞

争与合作的动力机制，发挥政府的中间网络代理

作用，提供建设性对话平台，设定优良的产业研

究合作机构，促进产学研结合。政府一方面要大

力促进创新支撑机构的建立，另一方面要规范中

介组织、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技术转移机构和人

才交流机构等行为，使其效率得到充分发挥，真

正起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成果，

加强企业间技术联盟等作用，从而促进知识网络

的相互作用并推动技术创新。

3．提供财政和融资支持

政府要规范和促进各种融资渠道的发展，为

创新提供有效的金融政策支持，通过政府的直接

投资和社会投资建立可以支撑创新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研究设施及教育培训机构。造船业是资本

投入量极大的产业，融资方法和政策对这一行业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航运业税制、融资政

策的科学性较世界其他航运国家还有一段差距。

为提高我国海洋运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建

立一支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海洋运输船队，

保证国家对海洋运输船队的控制能力，给海洋运

输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应及时对现有的金

融、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使之内外协调，并适度向

发展我国海洋运输业的方向倾斜，这是国家宏观

调控机构促进集群升级应该努力的方向。

4．促进行业协会作用的发挥

对产业集群的管理，除了通过政府的调节以

外，行业协会也会发挥重要作用。行业协会不仅

协调不同行业间的利益责任关系，促进成员企业

的对话和对外交流；同时也是企业寻求更广泛企

业网络的工具。此外有些企业也会通过集群管理

机构投资教育项目，从更广泛的程度影响整个集

群。我国的海洋运输行业协会的作用应该得到更

多的重视，使之真正成为行业间良好的对话机构

和利益协调机构，使企业衔接得更加紧密，为行

业的基础性教育和培训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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