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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省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

期,也将是全面实施浙江海洋经济战略、启动“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建设和全面推进“四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攻坚时期。 舟山群岛作

为浙江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海洋综合开发先行先试的实验基地,最有

条件打造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面向东亚、融入世界、联结长江流域强大

战略经济体的第一桥头堡和海上门户,将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港口贸易量也逐渐增加,舟山港作为深水

港的优势正逐渐发挥和体现。 要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但要充分

发挥优越的沿海港口特别是大型枢纽港优势,还要依托电子商务技术,构
筑集大宗商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于一体的商品交易和服务平

台,借助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来提升港口功能,完善港口贸易、物流配

送、金融服务等多元化、综合性的服务。 通过积极开展大宗商品电子交

易,实现商贸物流一体化运作,完成物流、资金流、商流和信息流“四流”之

间的整合。

积极打造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是宁波市“十二五”时期大力培育“四位

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宁波建设国际强港和提升海

洋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依托,也是宁波落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

略和服务浙江建设海洋经济示范区的迫切需要,更是宁波抢抓机遇,趁势

而上,建设亚太区域门户城市,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加快推进港航大项目,建设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内的港航物流

服务体系,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要以更宽视

野、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建设浙江港口,把国家战略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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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处。

首先,促进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融合。 金属矿石、石油及天然

气、煤炭等是拉动舟山港吞吐量快速增长的主要货种,成为构筑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的坚实基础。 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能够充分发挥宁波—舟山

港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 在港口物流基础上积极

发展大宗商品交易,有助于实现由中转储运向综合物流的转变,进而增强

对长三角、全国和东北亚地区的辐射。

其次,促进与能源资源战略储备中心建设相融合。 作为建设战略性

资源产品储备基地的理想场所,全国第一轮4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和8
家煤炭应急储备点中便有舟山。 立足能源资源战略储备构筑大宗商品交

易平台,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中保证一定的话语权,增强国际市场抗风险能

力,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给。

再次,促进与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相融合。 长三角是

国内最主要的大宗商品终端消费地和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发生

地,石油、煤炭、铁矿石、钢材、有色金属等贸易量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

舟山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有助于大宗原料商品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

流通,从而促进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

最后,促进与长三角全球重要现代服务业中心建设相融合。 建设舟

山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吸引国内外企业、交易商开展现货即期交易,有助

于港口物流、分拨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易、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联动

发展,从而促进长三角全球重要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建设。

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秘书长

2014年7月8日



前　 言

21世纪以来,宁波大宗商品交易不断扩大,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也在

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宁波已经确定重点扶持发展船舶交易、

船舶管理、航运经纪、航运咨询、海洋培训等航运服务业,积极发展船舶融

资、航运租赁、金融仓储、航运结算、航运保险等航运金融服务,探索发展

离岸金融业务。 同时,发挥电子口岸功能,提高物流信息系统应用水平,

扶持发展物联网,强化金融和信息支撑作用。 宁波正在加快建设铁矿石、

进口煤炭两个交易平台,完善营销网络体系,努力形成若干个在长三角、

全国甚至全球有影响力的交易平台。

近些年来,宁波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9
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宁波列入全国性物流

节点城市；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

划》,将宁波定位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港口城市”；

2011年两会前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 新

一轮规划、政策的出台为宁波物流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

以大宗商品为重点突破,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一本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专业书籍,作者结合多年来从事

物流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大宗商品领域发展实况,较为透彻完整地阐述了

浙江省构建港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现实状况、推广机制、风险机制、融

资机制、政策机制、技术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

平台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图表和统计分析原理,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构建的前沿问题。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构

建完善的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

是针对当前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及缺乏成熟的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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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的现状,更具有指导意义。

本书立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就大宗商品交

易平台运行机制进行研究。 本书一共分为8章：第1章对国内外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状况进行分析；第2章到第4章分别就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

交易平台营销与推广策略机制、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投融资机

制、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风险防范机制进行研究；第5章从运行

软环境和关键技术两个方面对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运行支撑技

术展开研究；第6章通过实证分析对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交易空间载体

布局进行优化研究；第7章对浙江省港口大宗商品交易政策进行了研究；

第8章在前面章节的理论支撑下提出了中国(舟山)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系

统总体设计方案。

本书研究内容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

研 究 中 心 立 项 课 题 (11JDLG03YB)、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项 目

(2014BAH24F06)、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3C25053)、教育部人文

社科研究项目(11YJC63008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14JJD630011,13JJD630017)、 浙 江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LZ13G010001)、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项目(G178,13ZJQN059YB)的支持,

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书稿体系设计曾经几易,历经数日,最终成形。

其间,作者研究并参考了不少学术界前辈和同行们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此

表示真诚的感谢。 本书所载资料、数据力求全面、权威和准确,但限于作

者研究水平和研究时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界专家、读者批评指

正。

琚春华

2014年8月

于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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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状况分析

1.1　大宗商品市场现行政策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后简称《规划》)中说明,浙江将打造“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为空

间布局的海洋经济大平台。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

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突出在原油、矿
石、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储运中的战略保障作用。(国函〔2011〕19号,

发改地区〔2011〕500号)
《规划》是我国第一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经济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浙江向海洋经济世纪迈进

的大门已经打开。浙江是资源和陆域小省,但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却从

全国第14位跃升至第4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奇迹的背后

却隐藏着危机。浙江经济发展与土地、水、环境等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

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约束。

跳出陆地,发展海洋,成为浙江的必然选择。浙江海域面积26万平

方千米,相当于2个半陆域面积；海岸线6696千米,规划可建万吨级以上

泊位的深水岸线506千米,面积500平方米以上海岛2878个,均为全国

第一；舟山渔场是全球四大渔场之一,可捕捞量占全国第一；潮汐能、波浪

能、洋流能、温差能等可开发的海洋能居全国首位；东海石油资源主要分

布在浙江海域,发展海洋经济的潜力巨大。(郭剑彪,2011)

近几年来,浙江海洋经济综合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已经形成较为完

备的海洋产业体系,2010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6.3亿吨,跃居全

球海港第一,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314万标箱,跻身全球第六大集装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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