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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论坛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的强

大恢复力与驱动力令世人瞩目，

不仅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

心剂，而且为世界人民对抗新冠疫

情提供了重要保障。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中欧班

列开行 12406 列，共运送货物

113.5万标箱，同比增长 54%，往返

综合重箱率达到 98.4%，通达欧洲

21个国家、92个城市，再次创造了

新纪录，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业

链、助力中欧共同抗疫发挥了重

要作用。可见，尽管 2020年中国经

济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

中国对外贸易依然逆势上涨，保持

了货物进出口顺差，尤其在促进国

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恢复等方面，国

际陆港的建设与发展显示出了关

键推动作用。对于内陆经济腹地

来讲，如何在寻求区域融合发展

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国际陆港的

独特功能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

重要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的。

一、内陆经济腹地发展国

际陆港的条件配置：基于淮海

国际陆港的 SWOT分析

（一）淮海国际陆港发展内部环

境的优劣分析

1.优势分析：区位优越，产业支

撑，中心城市以及交通枢纽。位于江

苏省北部的徐州市是淮海经济区中

心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一带一路”

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徐州毗邻上

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同这些

城市的经贸合作、要素共享、人员交

流十分活跃，便于开展与长三角经

济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交流，便

于承载高层次、大规模的城市商圈、

现代物流、休闲旅游等服务业发展。

面对 2020年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

形势和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徐州

市经济总量突破 7千亿大关，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GDP）7319.77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4%，

居全省第 7位。

徐州铁路是全国第二大铁路枢

纽，拥有较好的物流发展基础。其

中，徐州北站是亚洲第二大编组站，

铜山货场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铁

路货场，铁路货运基础设施分布密

集，铁路专用线数量和里程位居全

省首位。近年来，为打造徐州铁路物

流发展新格局，完善公铁水多式联

运体系，延伸铁路货运“最后一公

里”，特开辟徐州铁路专用线、专用

铁路，以串联铁路货场、物流园区、

重要港区等物流节点的运输动脉

等。这些举措为徐州建设国际陆港、

促进物流产业的快速集聚发展提供

了重要保障。

2.劣势分析：基础设施有待加

强，综合服务水平存在短板。通过调

研发现，徐州建设国际陆港的相关

基础设施条件还有待完善，具体包

括库场面积和容量、存储设备等物

流节点基础设施；陆港内公路、铁路

等道路设施，集装箱班列、集装箱装

卸线、装卸搬运等机械基础设施；供

水、供电、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准和完善程

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淮海国际陆

港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服务能

力。当前，徐州面临的主要困难包

括：一是陆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多

个部门，难以统一规划设计，协调协

作推进较慢；二是综合运输网络体

系建设相对滞后，标准化和信息化

水平较低；三是融资渠道相对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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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国际陆港的建设与发展打开了中国内陆经济腹地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成为世界各地货物资源
进入中国内陆的便捷通道，也为中国内陆经济加快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本文构建了内陆经

济腹地建设发展国际陆港的策略分析框架，并选择徐州市淮海国际陆港为典型案例，进而对内陆经济腹地建

设发展国际陆港之情景进行了 SWOT 分析，并从区位定位、功能定位和产业确定的视角出发，详细论述了国

际陆港建设发展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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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四是既

有工业园区发展效益不高，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低下。

（二）淮海国际陆港发展的外

部环境分析

1.机会分析：政策机遇，区域联

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实质

性推进阶段，中国进入全方位开放

合作和腹地崛起发展新格局，特别

是国家重点打造“新亚欧大陆桥”

“新丝绸之路”等六大国际经济走

廊，投资、贸易、生产要素“西移北

上”大势形成，徐州市正由跟跑开放

变为新的开放前沿，由发展预备队

变为发展先锋队。近年来，徐州陆续

被列为被列入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

城市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等，政策支持力度空前，正在加速

成为营商环境好、要素成本低、市场

潜力大的政策洼地。

目前，淮海国际陆港在国家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增强了区

域城市联动，不仅巩固提升了与欧

洲国家“三线通行、双向对流”的物

流通道，并与西安、武汉、重庆等重

点节点城市建立起了联营联运机

制，共建合作园区和共享口岸，为强

化淮海经济区纵深腹地，促进各类

要素快速集聚、高效配置，提供了良

好的发展机遇和资源基础。

2.威胁分析：港口间激烈竞争，

城市群贸易联系较弱。随着区域一

体化水平提高，特别是高铁、机场等

交通基础设施更加便捷高效，经济

腹地区域城市间的分化效应开始显

现，突出表现为高端生产要素向大

城市聚集，中低端生产要素向中小

城市流动。例如，天津、河北、山西利

用制造环境和政策优势，吸引企业

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非常大；宿迁、淮

安、郑州等都在积极争取成为国际

陆港建设的北部中心城市。相对这

些地方而言，徐州市优化发展环境

办法不多，金融资本、高端人才、生

产要素流出的风险明显增加，短板

愈加明显。

城市群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联系当前国内京津冀、长

三角等各大城市群的实际来看，除

长三角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能够保

持一定强度的贸易联系外，其他城

市群之间的贸易联系通常较弱，其

交互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范剑勇等，

2021）。这种弱贸易联系会影响到城

市群内部的物流服务规范化和标准

化程度，较为突出的表现包括物流

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物流企业经营

效益欠佳，物流服务速度慢、损耗

大、效率低、成本高等方面。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整合了淮

海国际陆港建设发展的 SWOT策略

层次。如图 1所示，依据内外环境特

征的具体分析可以推断出四种典型

的组合策略，即增长型策略、稳定型

策略、扭转型策略和防御型策略。不

过，这些组合策略仅粗线条地勾勒

出内陆经济腹地建设发展国际陆港

的条件配置，当联系到如何进行策

略选择时，还必须联系到内陆经济

腹地的产业结构、产业功能等具体

维度。

二、内陆经济腹地国际陆港

的策略选择

（一）基于产业定位确立国际陆

港竞争优势的策略

内陆经济腹地国际陆港中，不

同类型的产业，其性质功能往往不

同，对生产和发展的环境要求也就

不同。要促进国际陆港产业发展，首

先需要确定与国际陆港区发展规划

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

重点产业类型。具体来讲，主要包

括：先导产业加快发展，主导产业重

点发展，配套产业提升发展，进而促

进国际陆港港务区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地发展。

1.先导产业：信息技术业、现代

物流业和现代商贸业。信息化是现

代文明延续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也

是低碳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谁先占领国际信息技术的制高点，

谁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而且，国际陆港港务区的设

立，其初衷一般就是要充分利用内

陆腹地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通过

完善交通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业，加

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提升

内陆区域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新时

代背景下，现代商贸业不仅适应了

图 1 淮海国际陆港发展策略的 SWOT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