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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 （中国）

上海港地处东海之滨，长江下游黄浦江和吴淞江的会合
处，长江入海咽喉。它是我国沿海最大的港口和运输枢纽，
也是国际贸易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上海港区长１７０千米，
其中黄浦江内从吴淞口到黄浦江大桥７２千米，江面宽５００
米左右，可通行万吨级船只，２万吨级海轮亦可候潮入港。
全港区现有装卸作业区１３个，９６个泊位和１００多个浮筒泊
位，其中万吨级泊位４４个，外贸泊位２３个，全港同时可以
停泊１００多艘船进行装卸，每年约有１０００多艘次外轮、９００
多艘次我国远洋船泊进港。整个作业区断断续续分布在吴淞
口至闵行的黄浦江两岸。装卸作业设备先进，实现了机械
化、系列化、自动化。在上海港有很多专用码头，货主专用
码头绝大多数属于工业企业、商业、水产、城建、房屋等部
门。在客运方面，客运站设备齐全，候船室同时可容纳６
０００多人，是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客运站。上海市有优越的海
上和陆上交通，当前从上海出发远洋航线可与世界上１６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０多个港口通航。有水路客运航线开往沿
海沿江各港口。境内铁路除沪杭、沪宁干线外还有９条支
线，７２条专用线，形成水路、陆路、公路和全国相连。发
达的交通运输，不仅有利于上海的发展和振兴，也带动了长
江流域经济的繁荣。使上海成为我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对外
经济联系的重要门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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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当地资源贫乏，大量笨重的原料、材料和燃料需外
地供应，而一些成品和半成品、大量轻工业产品需外运。进
入上海的货物中，以大宗货物为主。如煤炭、石油、铁矿
石、木材、粮食等约有７０～９０％通过水运进入上海。从上
海输出的物资种类繁多，如钢材、化工产品、纺织品、日用
百货几乎运到全国各地。目前，上海港年吞吐量是１．６５亿
吨左右。１９９５年经上海港运输的货物价值超过４８０亿美元。
在运输货物中由于上海所处的位置，有大量中转货物，在中
转货物中国内占６０％，国外占４０％，而且中转比重还在上
升，主要原因是：长江沿线钢铁基地 （武钢、马钢、梅山铁
厂等），所用的铁矿石由国内供给改为部分从国外进口；发
电用的燃料由石油改为煤炭等原因有密切关系。从上海水路
客运航线以长江航线最为重要，约占客流的６０％。沿海航
线北起大连，南至广州都有定期客货班轮运行。上海港的腹
地广阔，仅从水运方面与上海有直接来往的省市有１３个，
其余１５个省市区有的有间接来往进行经济交流。上海发展
到今天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并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经济中心，
全国第一大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约在５　０００多年
前的上海地区，几乎有大半还是大海的一角。至于市区的全
部变成陆地也有２　０００年左右。到了秦代时期在上海地区出
现了最早的城镇。明朝末期，上海已成为江南商品经济活跃
地区。乾隆时期，上海已成为全国性的贸易大港。此时，黄
浦江已成为有大量船只通往沿海各港和东南亚各国的港口城
市。公元１８４２年，英国攻打吴淞口，逼迫清政府签订 《南
京条约》。１８４３年起上海被迫开辟为 “五口通商”的口岸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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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日等国亦接踵而来。他们在上海搞租界、设银行、
开洋行、办工厂，霸占海关税收，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
和进出口业务。又进一步攫取了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权，
并以上海为中心，开辟多条国内外水运航线，定期航行至香
港、东南亚、印度、日本、欧美、澳大利亚等港。１９世纪
中叶，外商先后在上海投资开办船泊修造、纺织、印刷、烟
草等工业。由于各帝国主义把上海作为他们对华进行经济掠
夺，使得上海经济畸形发展。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
解放后通过经济改造和发展取得了重大变化，其经济在全国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上海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工
业基地，机械、冶金、化工、纺织、食品等占有重要地位。
其中，纺织工业是上海市传统的优势产业，部门齐全，设备
及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花色品种都有明显优
势，深受国内外用户欢迎。

上海港运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运输量大于量，港口
能力不足。表现在港口泊位和码头长度增加少，而上海工业
增长、船泊运力增加、港口吞吐量增长快的矛盾。因此港口
经常超负荷运转，常出现 “船等泊位”的现象。②进港航道
浅，影响船舶向大型化发展。黄浦江航道枯潮水深为１１米，
最深处达２０米，最浅处为８米，因此大船不得不利用潮位
差每天乘两次高潮进出或减载进港。③库场小，设备比较陈
旧，影响船舶周转效率。解放以来全港仓库、堆场仅增加了

２０％，平均每个泊位仅有库场ｌ．３万平方米，相当于国外
同类型港口的１／４。

上海港为了适应日益增加的航运业务，已在港区南面开
辟了一条新的航道，以加强航运管理和增加进入上海港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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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现在在航运中中小型船只占８０％，这些船只都用的深
水航道。建立新航道后，将把航运区分成三条航道，一条是
行驶吃水深度超过８．５米的船只；另一条是行驶吃水深度
不到８．５米的船只；还有一条是行驶吃水深度不到４米的
船只。并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港口的运输能力增加到２．２
亿吨。

香港 （中国）

香港是当今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海港之一，是次于纽
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航运、金融、贸易、旅游
等为一体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城市。它位于我国广东省珠
江口东侧，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三部分，面积

１０６１．８平方千米，其中香港面积７５．６平方千米。原属新
安县 （今深圳市），面向太平洋，南临南海，东为大鹏湾，
西为珠江口，是东亚和西亚海上运输的枢纽。

１００多年前，香港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１８４１年只有３
６５０人居住在２０多个村落。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
香港岛，１８６０年又侵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一带，１８９８年
又强行租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及附近诸岛 （其中九龙
城管辖权仍属我国）。香港被英国侵占后，在长达１００多年
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主要是从６０年代以来的２０多年中，
经济发展很快，现已成为既有对外贸易又有加工工业和多种
经营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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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积不大，海岸线却长达近８００千米，呈长锯齿
形，其中７０％的海岸线为陡峭石质岩岸，形成许多海湾、
岬角和半岛，为建设海港提供了优越条件。在香港岛与九龙
半岛之间有一个维多利亚海湾，港阔水深，终年不冻不淤，
总面积５９．５平方千米，平均水深１０米左右，东西长南北
宽，最宽处９．６千米，最窄处１．２千米，吃水１２米的巨
轮可以自由出入，是世界上少有的良港。现已成为设备先进
齐全的现代化海港，拥有７４个巨轮泊位，２个客运码头，７
个集装箱码头。大部分码头均能靠泊万吨级远洋货轮，在港
内仅供远洋轮停泊的浮筒就有７０多个，拥有容量达２００万
吨的仓库。目前香港每艘普通货轮停留港内装卸货物平均只
有２．８天，集装箱船平均２０小时左右，成为远东装卸货物
最快的港口。台风期间可供２００艘远洋船泊进港避风，可供
当今世界最大的６万吨级集装箱巨轮停泊。海上运输作业十
分繁忙。１９９３年进出港口的远洋船泊达到６６４９６艘，平均
每２．２分钟就有一艘出入港口。此外，每年还有１０万艘左
右的内河船只进港作业。按港口吞吐量计算，１９７９年香港
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港。１９９３年海港吞吐量超过一亿吨。
在港口货物运输中，入口货物主要是工业原料及半制成品、
建筑材料、机器、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其中，大宗运输货物
有水泥、木材、矿物油和谷物等。出口货物以纺织品为大
宗，还有服装、电器、电子制品和钟表等。进口货物，主要
来自中国内陆、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出口去向，主要是
运往中国内陆、日本、美国、德国、英国等地。除货物运输
外，客运有两个现代化码头。１９９３年旅客吞吐量已达１３００
万人次。旅游业不但在接待游客方面居世界前列，而旅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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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也相当完备，成为国际旅游中心之一。
香港是一个转口港，从开埠至今一直起着转口港的功

能，主要是菲律宾、南韩、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美
国、台湾和我国内地，特别是华南地区等都以香港为枢纽进
行转运。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香港与内地经济贸易
关系更加密切，内地经香港转口和国外各地经香港入内地货
物的数量显著增加。１９９３年香港转口贸易值占本地区产品
出口与转口总值的７９％。所以曾有转口贸易是 “香港经济
的血液”之说。

为了发挥使用集装箱运输的优点，香港从１９６９年开始
使用集装箱，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从１９７５年～
１９７９年，每年处理的集装箱平均有４０％是转运的。到１９７９
年出口货物有一半以上是采用集装箱运输的。葵涌集装箱码
头全长２　３００米，约有８５公顷的装卸场地，包括集装箱卸
场和货运站，可同时供六艘 “第三代”集装箱轮停泊装卸货
物，并可随时直接停靠６万吨级集装箱轮。香港集装箱吞吐
量１９８０年超过神户，名列世界第三；１９８５年又超过纽约升
为世界第二；１９８７年超越鹿特丹井于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连续领
先。目前，香港从事集装箱运输的港口码头设备和规模，可
与美国的纽约、荷兰的鹿特丹、日本的神户并列，成为世界
四大集装箱港之一。

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自１８４２年英国宣布香港为自
由贸易港起，香港一直采取免税或低税政策，对商业贸易进
行保护，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商品进出仍无需领证。进出口货
物，除酒、烟、某些碳氢油类、甲醇、不含酒精的饮料及化
妆品等６种货物外，其余一概免征收关税。进出口手续亦比



? 课外地理·


世界著名海港和学府

· ８　　　　 ·
















较简单。在航运政策方面主要实行企业自由经营，船泊自由
进出和船泊自由登记。在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先后取消了对外
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管制，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市场完
全开放，资金出入自由，因此，７０年代以来，大批外国金
融资本涌进香港。据统计世界性的５０个大银行集团中，有

４４个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外国银行在香港开设的办事处有

１３０多家。这是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已成为世界著名的
自由港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对外贸易的货物运输主要是通过海运进行，海运占
货物运输总量的９０％以上。陆路运输约占９％，空运货物占
比重很小，不到１％。可见海运对香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
的重大意义。香港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海运中心，与五大
洲、三大洋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６０多个港口有海运和贸
易往来，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海上运输网络。但香港
在航运上港口货物装卸量不平衡。这是由于香港工业所需用
的原材料、建筑业所需用的材料和设备以及居民所需的食物
和一些消费品，几乎全靠外来供应，而香港生产的出口货物
是体积小，价值高的商品，因此反映在运输上，卸货量比装
货量大２～３倍，使得一些轮船不能满载离港，给航运带来
困难。另一问题是香港市区不断扩展，市区交通日益增加，
出入港区越来越拥挤，难以找到空间扩大港区作业，集装箱
运输迅速增加也造成了码头的拥挤。

香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门户。我国许多大宗进出口货物
都是经过香港转口。根据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中英政府签署
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
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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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九铁路的开通，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一
个崭新的更为繁荣、稳定、发展的香港，将出现在世人
面前。

新加坡港 （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亚洲东南部，马来半岛南面，太平洋与印度
洋之间的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东口。北面与马来半岛隔着
仅１．２千米的柔佛海峡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
亚相望。处于两大洋与两大陆之间交通的咽喉。有 “东方十
字路口”之称。新加坡是国名，又是城市名和岛名。其国土
由新加坡岛和５４个小岛组成，总面积６３２平方千米。新加
坡岛呈菱形，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９１％。东西长４１．８
千米，南北宽２２．９千米，海岸线长１９３．７千米。有６个
港区，６０多个泊位，除北岸有森巴旺港区外，均分布在南
岸，即裕廊港区、巴西班让港区、岌巴港区和东礁湖港区。
水深８～１１米，无冻冰期，南面有布拉尼岛和布拉刚马蒂岛
作屏障，挡住西南季风，岛内风平浪静，各种类型的轮船终
年可畅行无阻，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天然良港之一。港口有堆
场面积１５０万平方米，仓库５６万平方米。现有２５０多条航
线与８０多个国家，３７０多个港口进行联系。年进出船只约４
万艘，货物吞吐量１．８８亿吨。进出港的船舶在１９８２年按
总注册吨位计，已超过鹿特丹居世界最前列。现已成为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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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航运中心，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国际自由港和集
装箱大港。１９８７年后集装箱吞吐量达５２２万个标准箱，平
均增长率达３０％，超过香港。

新加坡自古就是商船来往停泊之地。１６世纪，欧洲殖
民者相继侵入东南亚，１８１９年英国占领新加坡辟为自由港。

１８６９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缩短了新加坡与欧洲的航程，船
只往来增多，使新加坡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商贸中心和世界转
口大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新加坡一度被日本占领。

１９５９年在英联邦范围内组成新加坡自治邦，１９６３年参加马
来西亚联邦。１９６５年新加坡共和国建立。之后，新加坡开
始全面发展。它主要利用岛国地理位置和港口优势，以航运
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资金、原料以及技术都来自国外，
市场也主要依赖国外，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国际形势
的变化，抓住时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例如５０年代，东
南亚各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有许多港口陷于半瘫痪状态，
而新加坡加快修复港口码头。与此同时，发展海运及农产品
初加工与日用品工业，扩大转口贸易。自６０年代以来，经
济发展异常迅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在发展中国家领
先，被誉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现在海运、贸易、加工和
旅游业是新加坡主要的经济支柱。在工业生产中以炼油、造
船、石油化工、钻井平台和电子仪器为主，并利用炼油厂的
中间产品为原料，生产塑料、橡胶、化纤和肥料等；炼油是
新加坡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是世界仅次于休斯敦、
鹿特丹的世界第三炼油中心。炼油用的原油是从中东、印
尼、马来西亚进口，加工为成品油，除供应过往船只外，向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东盟等各国出口。造船业，主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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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４０００吨的中型船。现在新加坡已成为苏伊士运河以
东，日本以西最大的修、造船基地。新加坡工业的发展，都
是利用其海港的优势。原以转口贸易为主，近年来制造业、
金融业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除转口贸易外，本国产品出口
量也日益增加，形成了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的
海岛城市国家。

神户港 （日本）

神户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部，大阪湾北岸。兵库县的首
府。面积５４４平方千米，人口１４７．７万人。神户港水域面
积７３．４平方千米。码头岸线长３３千米，呈扇形海面。港
口西、北有山脉围绕，阻挡了春秋盛行的西北强风，西南和
东南面筑有防波堤，以防风浪袭击。航道水深９～１２米。有
码头泊位２２７个，可同时停泊巨轮２３０多个。神户港是由中
心区及其东西沿海两侧工业专用码头所组成。中心区包括中
央码头、兵库码头、新港码头、摩耶码头、港岛和六甲岛
等。港岛是个人工岛，建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的第一个人工岛。
是将神户西郊高仓山的８　０００万立方米土石填入大海，使１０
米深的大海填平成一座岛屿。港岛东西两面共有四个码头，
码头岸线７　５７７米，拥有２８个泊位，其中有１２个是集装箱
泊位，成为日本最大的集装箱运载基地。港岛与市区的交通
由神户大桥连接。六甲岛也是一个人工岛，建于１９７２～
１９９０年完工的第二个人工岛。是从神户市区东北郊的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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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取土１２　０００万立方米填入大海成岛。总面积５．８平方千
米，比港岛大三分之一还多。港的北部有１．５万吨级泊位

２２个，为集装箱专用码头。整个神户港建有１８０多万平方
米各种类型仓库。港区装卸设备先进，装卸效率很高。有

４０多条航线通往世界各地，国内航线更密如蛛网。１９８７年
入港船只注册总吨位达２．５亿吨，居日本各港之首。入港
船只的构成，国外船只占１１．７％，吨位占５６．７％，反映
了国际海运船舶大型化的特点。１９８７年货物吞吐量１．５９
亿吨，高于横滨港。由于神户港货物吞吐量国内占７０％以
上，国外吞吐量不到３０％，所以神户港在国际贸易中地位
低于横滨港。神户港的输入货物主要是矿石、燃料、天然橡
胶、粮食、化学药品等；输出的货物主要是机械、纤维纺织
品、金属制品、车船、日用品等。现有２５条定期航线同世
界上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主要有美国、台湾、
香港、中国、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南美、非洲等国家和
地区。１９８０年８月与我国天津港结为姊妹港后，同我国沿
海主要港口的合作不断加强，货物输出入量日趋增多。

神户港对外联系，陆路交通极为方便，日本许多重要铁
路和公路都经过这里与其他城市相连接。铁路东海道主干
线、山阳主干线及新干线等均通过神户；阪神高速公路与大
版、名古屋等相连接。神户是日本著名四大工业区之一，阪
神工业地带的中心，日本有名的川崎重工、三菱重工、神户
制钢、三菱电子等大企业均分布在距码头几千米的地带。这
些大企业大都是以港口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之后又
以大量产品为神户港提供了丰富的货运量。

神户原为一个渔村，因港湾条件优良，并靠近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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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而发展为以海运为主的港口城市。公元８世纪，即同中
国、朝鲜进行贸易与文化交流。成为西日本海上交通门户。

１２世纪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成为兵库地区物资集散
地。１８６７年 “兵库港”开港，１８７２年设立海关，改称神户
港。１８８９年设市。１９０６年开始建设近代港湾设施，先后进
行了一、二期工程，到３０年代又进行了扩建工程，使神户
港成为最大的贸易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港口遭到破
坏。战后整治了港区航道，修建了仓库，扩建了内贸码头。
外贸码头因当时被美国控制，使国外贸易锐减。日本第一贸
易大港的地位被横滨港取代。１９５９年解除了美国对神户港
湾控制后，港口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新建了新港第七、第
八码头，兵库第三码头和东部内贸码头。１９６７年又在新港
码头东侧建成摩耶码头，成力日本最早的集装箱码头。神户
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神户市经济的繁荣和增长。神户市以

２００１年为目标，制定了 “第三次神户市综合基本计划”，关
于港口部分提出继续进行港岛第二期扩建工程，使港岛面积
再增加３９０公顷，进一步扩大神户港的运输能力。

高雄港 （中国）

高雄市是台湾省仅次于台北市的第二大城市。全市总面
积１５３．６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为４９平方千米，市区人
口１００余万。

高雄港位于台湾省的西海岸，台湾海峡的南口，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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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最大的商港，也是军港和渔港。港区总面积２６．６６平方
千米，其中水域面积１２．８平方千米。整个港区处于一个狭
长海湾内，港口呈狭长条形，港外有一条长１１千米，宽

２００米的沙坝，形成天然的防波堤，受风浪影响小，即使有
台风侵袭，海湾内还是风平浪稳。高雄港有两个出入口，进
出港的第一港口宽１２０米，水深１１．２米，可通３万吨级船
只；第二港口宽２５０米，水深１６米，航道全长１８千米，其
中主航道自第一港口至第二港口长１２千米，可供１０万吨级
以下船舶自由航行，第二港口可通行１０万吨级以上船舶。
全港现有码头８８座，其中集装箱码头１１座，谷类专用码头

３座，杂货码头２５座，大宗货物码头１１座，浮筒２５座，
码头全长１８　２８０米。港区有仓库、货栈８６栋，总容量为５７
万多吨，另有露天堆货场１９处，容量６万吨，集装箱储运
中心３处。高雄市的海上运输四通八达，在沿海由高雄至基
隆、马公、花莲、台东等形成环岛沿海运输圈。远洋运输航
线，有至美国、西欧、中东、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定期或不定期航班。由
于高雄地处远东到东南亚航线的中点和远东到欧洲航运的要
冲，从而有大量过往远洋船舶到高雄停靠。近年从高雄进出
港的船舶有２万多艘次，货物吞吐量７　０００多万吨，占台湾
全省货物吞吐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在进港的货物中，主要是
石油、铁矿砂、钢材、通讯设备、电子原料、杂粮、棉花、
木材等。出港的货物有大米、糖、樟脑、水果、轻工产品
等。高雄又是台湾省远洋渔业基地，有四个较大渔港，可容
渔船１０００余艘，年渔获量约占全台湾渔获量的五分之一，
也是主要外销农产品之一。台湾的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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