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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实现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的目标，上海海事大学一直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工作
的重中之重，从体制、机制和投入三方面予以支持，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交通事业的发展和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服务。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作为交通部重点学科和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目前设有1个博士点（交
通运输规划与管理），3个硕士点（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运输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2
个中外合作研究生培养项目（国际航运与物流工程、物流工程与管理）。
　　长期以来，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坚持以水路运输为特色，围绕交通运输战略与规划、交通运
输现代化管理、海事信息与控制领域中的重大理论、技术和管理问题，注重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取
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研究系列》丛书收录的学术专著均源自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的教师近
年来所完成的科研成果，从整体上代表了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这些专著作者，既有在学术上已卓有成就的资深学科带头人，也有正在快速成长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和学术带头人，其中还不乏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还充分显示了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雄厚的学科
人才梯队。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版的丛书涉及了交通运输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有基础理论领域的探索，也有
技术层面的应用创新，这表明了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的发展正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色和优
势。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研究系列》丛书的顺利出版，标志着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建设又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此衷心希望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团队继续振奋精神，努力创新开拓，坚持“理论上有一个高度
，应用上有一个落脚点”的发展模式，在理论研究层面能密切跟踪当前国际学术发展前沿动态，并与
之相接轨；在应用研究领域，能与海事领域具体应用密切结合，切实解决重大海事管理与规划问题，
力争成为国内海事规划与管理领域不可或缺的思想库、专家库、技术库和成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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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港口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港口的规制模式也经历从中央规制到地方规制的改变，对我国
港口、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此，本书在总结这两种港口规制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港口规制的分析模型，对港口费率、投资
和经营差异化这三方面的规制进行研究。
    本书可作为港口管理和投资分析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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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80年代的中后期，我国港口一直由中央的交通部管理，实行“政企合一，港
航一体”的管理体制。
但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这种中央管理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从80年代中期起，港口在不改变所属关系的前提下开始了港口管理模式的改革。
　　1.2.3.2地方和中央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除秦皇岛外，沿海14个
大型港口全部下放地方，实行“地方和中央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
为保障港口建设有资金渠道，港口实行“以港养港”的财务体制。
港口管理体制的下放，有利于港口的发展，有利于港口为所在地服务，有利于港口与地区经济的融合
。
体制改革后，交通部负责统一制定、修改和颁发全国性的港口管理法规、规费，并对执行的情况进行
监督和检查。
而地方主要负责编制港口生产建设的长期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生产经营综合计划，编制港口基建计
划和大中型技术措施计划，报国家计委和交通部审批后，由地方组织实施，并领导港口及各下属单位
的行政业务、生产和安全质量工作。
1.2.3.3地方管理模式2001年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中央直属和双重领导港口管理体
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港口管理权下放地方和政企分开。
至2003年上半年，所有下放到地方的港口成立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实施政企分开，为引进不同的经
营形式和投资主体、培育有效的竞争机制、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创造了良好基础。
　　新的港口管理体制将原有的港务局一分为二，分设为港务管理局和港口企业集团公司两部分。
港务管理局进入政府序列，作为所在地人民政府单独设置的专司港口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港口
的监督管理工作，以及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港口企业集团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成一个或几个港口集团公司，只从事港口装卸、仓储等
生产经营活动。
同时，通过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加入，增加港口的建设资金和经营效率。
　　与国际相比较，我国港口管理模式变化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引进外资（主要是中外合资）的方式
使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港口的投资与经营（见表1-5）。
投资重点集中在市场规模大和投资回报率高的集装箱码头上。
投资主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从事港口投资和经营的独立跨国港口企业，如和记黄埔、新加坡
港务集团等，另一类是大型的跨国班轮公司，如马士基等。
此外，中国港口管理模式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方的参与。
虽然产权仍有集体性质，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民营化，但体制下放后的服务形式显然与传统的国家垄
断经营不同，地方占据港口建设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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