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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物流行业中，港口作为重要节点承担着巨大的物流运输任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港口物流模

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传统的港口物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需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将创新的思维融入到港口物流的运营中。本文通过文献对港口物

流已有的三种模式以及港口物流现存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为港口物流创新提出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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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ports, as important nodes, undertake enormous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task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port logistics models are also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evolving.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raditional port logistics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innovative thinking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operation of port

logist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three existing modes of port

logistic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ort logistics through literature,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

ideas for port logistic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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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港口物流在国家和地区间经济联系中

的作用日益凸显。港口物流发展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国

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开展港口

物流创新发展研究，有利于提升港口核心竞争力和促进港口

物流持续健康发展。

2国内外港口物流现有模式研究现状

2.1 多式联运模式研究

2.1.1 国外研究现状

PENG NI（2018）提出多式联运是现代物流企业的重要组

织形式。依据经济生产要素以及物流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

从宏观到微观，从总量指标和质量指标两个方面考虑了多式

联运对物流园区经济的综合服务性
[1]
。

2.1.2 国内研究现状

方奕、乐美龙（2003）较早的系统分析了国内港口的物

流发展状况，并阐述了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
[2]
。杨丽梅

（2004）提出港口不仅仅是货物转运中心和工业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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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现代物流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综合物

流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3]
。李洋（2018）主要分析了当前国际

多式联运的发展概况，并提出我国国际多式联运的发展相关

的建议和策略
[4]
。

钟冠南（2023）提出经济贸易向全球范围延伸，单一的

运输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多样性的需求。多式联运具有产业链

条长、资源利用率高和综合效益好等特点
[5]
。李晓秋（2023）

对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及不确定规划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

梳理，并结合冷链物流与多式联运的实际发展情况探讨冷链

多式联运的适用性
[6]
。

2.2 智能化物流模式研究

2.2.1 国外研究现状

Basma B，François J A，Pascal F（2023）对新兴的智

能港口概念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审查，旨在对智能港口概念

有一个更广泛和全面的理解，以填补这一文献空白。并提出

了 11个智能港口特征，分为 7个业务领域
[7]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智能化物流研究现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随着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物流

成为了物流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余晓鑫（2020）提出智能

物流是未来发展方向，智慧物流的形成能够有效节省人力资

本，降低流通成本，促进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8]
。曾锐（2022）

结合现代物流管理的各项内容，以京东智能物流为例，深入

分析智能物流行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黄庆强（2023）

提出了智能化物流搬运机器人路径跟踪控制方法将搬运机器

人系统分为底层和上层控制 2个模块，分析其结构特征和工

作方式
[10]
。

2.3 集装箱码头模式研究

2.3.1 国外研究现状

Song G，Li B（2019）提出集装箱码头是具有多重复合

属性和多重耦合约束的复杂供应链物流枢纽的典型代表，其

运作具有很强的动态性、非线性、耦合性和复杂性。集装箱

码头是全球供应链的多式联运枢纽，是实现多式联运方式转

换的缓冲池群，在集装箱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1]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发展理念

不断深入交通行业，对此董明望（2022）提出集装箱码头是

推进建设绿色港口的关键，针对传统集装箱码头和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的绿色作业进行了调度优化
[12]
。詹益钊（2021）研

究得出在全球港口不断向第五代港口迈进的发展背景下，港

口的智能化与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我国提升港口国际业务竞争

力的核心手段，因此智慧化码头建设是未来码头创新发展的

总体趋势
[13]
。

3国内外港口物流创新现存问题研究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Fouda N A R，Romeo D N，Azizi M（2014）总结了港口

物流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运用战略发展的方法探讨

西非和中非港口的典型问题和困境。研究结果指出使中西部

非洲港口物流实现其预期的战略发展目标
[14]
。

3.2 国内研究现状

巫汝春（2008）阐述了港口作为综合运输网络的枢纽，

作为现代物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15]
。

吴闽真（2009）提出了研究探索港口物流发展模式，优化港

口资源配置
[16]

。从个别区域港口物流发展现状看，汤立

（2009）系统地分析了河北省巷口物流的基础条件、现状和

存在问题，提出了河北省发展港口物流的发展战略和具体建

议
[17]
。肖祥鸿、宋炳良（2020）分析了国内港口物流竞争格

局的现状及不足之处，借鉴国外港口物流的方法和经验，提

出了创新建议
[18]
。

4文献评述

目前关于港口物流创新发展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

的进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实现了突破，形

成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然而仍存在不

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献分析可以得出国内外港口物流存

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港口技术设施薄弱，配套设施不健全、信

息化水平不高、运输效率低下等因素导致的物流成本较高、

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港口物流创新发展现状呈现出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环保、多元化和国际化合作的趋势。未来，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港口物流行业将继续发展

壮大，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5港口物流创新发展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未来的港口物流创新发展将会

向着智能化、绿色环保、具有全球化的物流网络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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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设施和设备将更加现代化，能够实现各种不同运输方

式有效衔接，自动化的设备和机器人将在港口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实现自动装卸货物，检查集装箱的状态；大数据和

云计算技术将被用于优化物流流程，预测未来的需求。提高

效率；此外，港口的物流服务将更加多样化，包括供应链管

理、物流咨询等服务。环保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港口将采用

更环保的燃料，如生物柴油或氢能，减少碳排放；同时，港

口将更加注重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

总的来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未来全球

的港口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将更加紧密。未来的港口

物流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机遇。港口物流将会变得更加智

能化、环保化、全球化。而港口物流创新是一个长期而复

杂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在理念、技术、管理等方面探索

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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