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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质世界中，水是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关键，一切生物都因水而生存和演化。
水是生命的要素，也是生命的条件。
认知水，利用水，是作为理性生物的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类的发展程度，甚至可以用对水的
利用程度来标志。
运用水的特性及其在地球表面的广泛存在相互交往，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必要环节。
航海运输，无疑是工业生产和商业经济发展的契机，中国古人发明的指南针和工业革命起始成果蒸汽
机的结合，形成了近现代的航运业，它既是经济交往的条件，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全球化”的
今天，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港口是航运的起点和归结点，也是航运业的枢纽，航运业的发展促成了港口经济。
 　 港口经济是中国最先出现而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现代经济体，然而，相比其他行业和部门经济
来说，中国人对港口经济的研究却是滞后的，这显然与港口经济的作用是不相称。
为此，编者编写了此书。
 书中探讨了中国港口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从理论上对港口经济的主要范
畴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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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港口经济的基本规定　　第一节　港口与经济　　港口是各种运输方式的汇合点。
现代港口是水路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管道运输以及航空运输的枢纽。
在整个运输系统中，港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的生产活动主要包括：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货物、旅客的集散及其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
的换装、转乘，货物的临时存储以及为车、船、客、货等提供的技术服务活动。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港口如同人体心脏，各种运输方式如布满肌体的血管，心脏通过血管沟通着
整个机体内部的供需关系，港口通过各种运输方式与经济腹地相联系，沟通工业、农业、商业、对外
贸易等。
　　一、港口及港口的特性　　（一）港口的概念　　港口是运输网络中水陆运输的枢纽，是货物的
集散地以及船舶与其他运输工具的衔接点；它可提供船舶靠泊、旅客上下船、货物装卸、储存、驳运
及其他相关业务，并具有明确的水域和陆域范围。
同时港口是工业活动基地和综合物流的中心，港口与城市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发展的作用，港口是
一个国家和所在地区的重要经济资源。
　　关于港口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所谓狭义的港口，是指某个具体的进行船舶停靠、货物装卸作业和旅客上下等项业务活动的场所。
而广义的港口则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港口区域的总称，包括与港口有密切依存关系各种产业
所在的区域，包括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等。
　　港口按所在地理位置分为海港、河港、湖港、水库港等。
本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海港。
海港是指在自然地理条件和水文气象方面具有海洋性质的港口。
海港是沿海运输和各种海上活动的基础。
优良的海港，通常是沟通国内外贸易的枢纽。
　　（二）港口的特性　　1．自然特性　　港口的自然特性决定了港口首先是一个包括水域和陆域
的特殊区域。
在港口区域内，水域和陆域包括连接两岸的岸线既是完整的整体，又是宝贵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尤其
是深水港区更是稀缺的战略性资源。
这一特性决定了港口建设必须合理布局，坚持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原则，由此也决定了港口建设规
划应当具有完整性、统一性、相对独立性，即：一个港口的规划应该是完整的，而不能残缺；应该是
由一个部门统一制定的，而不能由相关部门各行其是，或者由不同的企业自搞一套；应该与城市规划
既是统一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明确的界线。
客观地说，港区的功能规划应该与城市的产业规划相配套，但港口的服务对象不仅仅局限在城市，还
有广阔的腹地，因此，港口规划在与城市规划相协调的同时，还要与腹地经济需求相适应。
不仅如此，建港的自然特性还决定了城市布局及产业布局要随着港口的转移而相应变化，城市规划要
满足集疏运系统及三通和信息连通等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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