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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海运物流效率提升探究

陈福金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本文立足全球化背景，深入探讨海运物流效率提升问题。通过分析全球主要港口运营状况、物流环节效

率损耗及制约因素，重点探究智慧港口建设、信息平台整合及多式联运发展等创新优化策略；同时，从国际标准体系

完善、跨境监管制度优化及区域合作机制深化等方面，构建了海运物流协同治理体系。可见数字化转型与协同治理是

提升海运物流效率的关键路径，需要多方协作共同推进标准化、智能化建设，促进全球海运物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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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海运物流

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支撑，其运行效率直接影响全球供

应链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新冠疫

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种因素对全球海运物流体系造成

严重冲击，暴露出现有海运物流模式在效率、韧性等方

面存在的短板[1]。如何通过创新优化和协同治理提升海

运物流效率，已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

题。本文基于全球视角，系统分析海运物流效率问题，

探索提升路径，以期为推动全球海运物流高质量发展提

供一定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1 全球海运物流效率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1  全球主要港口吞吐量与运营效率分析
全球海运物流体系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承载方式，

其运营效率直接反映在港口吞吐量及其运营指标上。根

据世界港口数据统计，2023年全球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81
亿标准箱，其中亚太地区港口占比超过60%[2]。上海港、

新加坡港以及宁波舟山港等世界级枢纽港在全球航运网

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是港口运营效率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发达

国家港口的自动化水平和运营效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

家；且在船舶大型化趋势下，港口基础设施、集疏运体

系等多个方面的瓶颈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在

高峰期，港口拥堵现象频发，导致船舶等待时间延长，

直接影响海运物流时效性。港口信息化建设水平参差不

齐，数据互联互通程度不高，影响港口间的协同效率。

1.2  海运物流环节效率损耗的主要表现
海运物流环节效率损耗主要体现在船舶运营、货物

装卸、通关查验以及集疏运衔接等多个方面。在船舶运

营环节，燃油消耗、航线优化及船期稳定性等多个因素

直接影响运输效率，全球航运公司普遍面临船舶周转率

不高、空箱调运成本高企等问题；在货物装卸环节，传

统作业模式下人工操作比重较高，作业效率受天气、人

员技能等因素影响明显，特别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装

卸作业容易中断，造成效率损失[3]。通关查验环节上也存

在流程繁琐、部门协同不足等问题，影响通关时效，比如

多个监管部门重复查验、信息共享不畅等情况普遍存在。

在集疏运衔接方面，公路、铁路以及水路等不同运

输方式间的转换环节效率低下，存在等待时间过长、信

息不对称等多种问题，不同环节间的信息流转不畅，导

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增加了物流成本。在全球供应链

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这些效率损耗累积效应明显，需要

通过系统性优化加以改善。

1.3  制约海运物流效率提升的瓶颈问题
制约全球海运物流效率提升的瓶颈问题主要包括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化水平不均衡、标准体系不统一

等方面。其一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与船舶大型化、货物多

样化需求不相适应，大型集装箱船舶对码头水深、岸线

长度以及装卸设备等多种硬件设施提出更高要求，而许

多港口的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速度相对滞后；其二全球海

运物流信息化建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技术壁垒。发

达国家港口普遍实现了高度信息化和自动化，而发展中

国家由于资金、技术等限制，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且

不同港口、航运企业间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程度不高，

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4]。其三国际海运物流标准体系不统

一，增加了跨境物流的协调成本，在集装箱规格、电子单

证、数据交换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影响物流效率。

而且各国监管政策和要求差异较大，增加了企业合

规成本；人才缺口也是重要制约因素，特别是具备信息

技术和物流管理复合背景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这些问

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全球海运物流效率的整体提升，需

要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创新优化加以解决。

2 海运物流运营模式的创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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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慧港口建设与自动化升级改造
智慧港口建设是提升海运物流效率的重要突破口，

需要从硬件设施升级和软件系统优化两个维度同步推

进 [5]。在硬件设施方面，自动化码头建设是重点发展方

向。通过引入自动化门机、自动导引运输车（AGV）、
自动化堆场系统等多种设备，显著提升港口作业效率，

以上海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为例，该码头实现了集装箱

装卸、水平运输、堆存全过程自动化，单机效率提升40%
以上。在软件系统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

技术构建港口智能管理平台，实现船舶调度、设备管理

以及作业计划等多个环节的智能化决策；并通过建立数

字孪生系统，对港口运营进行实时监控和优化调整。同

时，还应当加强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港口的
应用，构建泛在感知网络，实现港口设施设备、货物、

车辆等要素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管理。

在智慧港口建设过程中，需要注重标准化、模块化

设计，确保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兼容性；还要建立健全网

络安全保障体系，提升智慧港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

加强智慧港口建设的国际合作，推动技术标准互认和经

验共享，促进全球港口智能化水平整体提升。

2.2  海运物流信息平台的整合与应用
海运物流信息平台整合是实现物流全程可视化、提

升协同效率的关键支撑。建设统一的海运物流信息共享

平台，打通港口、航运、货代、监管等各方信息系统，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数据交换

机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安全性。还要建立标准化的

数据接口和交换规则，支持不同系统间的无缝对接。比

如鹿特丹港推出的“PORT BASE”平台实现了港口社区
各方信息共享，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

在平台应用方面，需要重点发展电子单证、在线订

舱以及智能理货等功能，实现业务办理线上化、自动

化。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市场趋势分析、运力

匹配、航线优化等增值服务[6]。建立物流预警机制，及

时发现和处置异常情况。同时推动跨境物流信息平台对

接，实现口岸通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

强信息平台的用户体验优化，提供个性化、场景化的服

务功能；更要注重平台运营的可持续性，探索合理的盈

利模式。

2.3  多式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展机制
多式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展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从系统论和协同学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和

构建。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多式联运体系是由运输组

织系统、基础设施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制度保障系统

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子系统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协同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

建立系统化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各子系统间的

协同耦合与动态平衡。这种协同耦合不仅体现在物理层

面的设施衔接和运力匹配上，更体现在信息流、资金流

和商流的系统整合上[7]。从协同学的角度来看，多式联运

体系的有序运行依赖于协同参数的优化配置，这些参数

包括运输时序、资源配置、信息交互等关键要素，通过

对这些参数进行系统性优化，可以实现系统整体功能的

最优化。

在多式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展过程中，还需要重点关

注系统的自组织性和适应性特征。自组织性表现为系统

能够通过内部机制的调节和优化，实现对外部环境变化

的自适应调整，这种调整机制既包括微观层面的运营优

化，也包括宏观层面的结构演化。适应性则体现在系统

面对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时的动态响应能力，需要

通过建立弹性化的运营机制和智能化的决策系统，提升

系统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同时，多式联运

体系的协同发展还需要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通过构

建多层次的风险监测、评估和处置体系，增强系统的抗

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长远来看，多式联运体

系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性原则，在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协同推进，不断提升系统的整体

效能和服务水平。

3 海运物流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

3.1  国际海运物流标准体系的完善
国际海运物流标准体系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标准化理论与系统协同理论之上。从

标准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完善的标准体系应当具备系

统性、协同性与动态性三大基本特征。系统性体现在标

准结构的层级设计与逻辑关联上，需要构建涵盖基础标

准、通用标准以及专业标准的多层次标准架构，确保各

层级标准之间的有机衔接；协同性表现为标准之间的相

互支撑与功能互补，通过建立标准间的关联机制与转换

规则，实现不同标准的协调统一；动态性则反映了标准体

系对技术进步与市场变革的适应能力，需要通过建立标准

更新与维护机制，保持标准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完善。

标准体系的完善过程中还需要重点关注标准的制

定、实施与评估三个关键环节的系统性设计。标准制定

环节应当建立在科学性与前瞻性的基础之上，通过系统

化的需求分析与技术论证，确保标准内容的合理性与可

行性；标准实施环节则需要构建完整的执行机制与保

障体系，通过建立标准实施的监督评估机制，确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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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落地；标准评估环节应当具备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对标准实

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价[8]。而标准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建立国

际协调机制，通过推进标准互认与协同，促进全球海运

物流标准的统一化进程，这要求在标准体系设计中充分

考虑国际兼容性与转换适应性，为未来的标准融合奠定

基础。

3.2  跨境物流监管制度的优化
跨境物流监管制度优化是提升通关效率、促进贸易

便利化的重要举措。应当推进“单一窗口”建设，实现

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创新监管模式，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多

种便利化措施；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施“智能卡

口”“智能查验”等智能化监管。还要建立起信用管理

机制，对守信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比如新加坡贸易单一

窗口就实现了全程无纸化通关，通关时间缩短60%以上。
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优化监管流程，减少重复查

验，提高通关效率；要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实现信息共

享和业务协同。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对

能力。在技术支撑方面，需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实现精

准监管；需要推进区块链技术在监管领域的应用，提升

单证可信度。同时应当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推动建立互

认互信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监管创新提供制度保

障；还要注重监管人才培养，提升监管队伍专业化水平。

3.3  区域物流合作机制的深化
区域物流合作是优化全球海运物流网络、提升系统

效率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加强港口群、航运联盟等区域

合作平台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还要建立区

域物流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港口、航运、物流等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建立区域港口协调

机制，实现了港口差异化发展和协同运营。

在合作内容方面，应当推进港口规划、建设、运营

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建立起区域物流标准互认机制，促

进要素自由流动，并不断完善区域物流应急协作机制，

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在制度保障方面，要建立多层次合

作框架，完善协商议事机制，还要创新合作模式，探索

共建共享、利益共享的发展路径；在技术支撑方面，需

要建设区域物流信息平台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并发展好

区域物流大数据中心，为决策提供支持；同时还应该加强

区域间的物流人才交流，促进经验共享和能力提升。

结论：全球海运物流效率提升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需要在技术创新、管理优化和制度创新等多个维度协同

推进；应当通过智慧港口建设、信息平台整合和多式联

运发展，不断创新优化运营模式；同时还需要完善标准

体系、优化监管制度、深化区域合作，构建协同治理体

系。数字化转型是提升物流效率的关键路径，需要加快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海运物流领域的深度应用；且国

际合作与协同创新对于破解全球海运物流发展瓶颈也具

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海

运物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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