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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组合港”“一港通”，广州、深圳枢纽港与珠三角内河支线港成为一个整体，支线港得以共享枢纽港作为国际大港的资源，形成“两港如一港”“一港多区”的港口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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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发展
提高港口
国际竞争力

江门拥有4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以
及西江、潭江等优良的水道，水运港口口
岸发展历史悠久。如今几乎每个县（市、
区）都有自己的港口，催化了江门外贸不
断蓬勃发展。过去20年间，江门海关监
管进出口货物从每年541.3万吨增加到
2549.3万吨，增长了4.7倍；江门市进出口
值从每年485.9亿元增加到1771亿元，增
长了3.6倍。

然而，江门现有的港口因地势条件受
限，并不具备远洋运输能力，海洋运输难
以“自给自足”；另一边，远洋船舶航线资
源丰富的深圳港则存在港口后方陆域面
积较小、港区集装箱堆存区域紧缺与周边
配套不足等问题。去年，《广东省港口布
局规划（2021—2035年）》提出构建协同
高效的现代化港口体系，规划主要港口、
地区性重要港口等多层次港口发展格局，
推动港口错位发展、分工协同、优势互补。

目前，我省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试点，将广州、
深圳枢纽港与珠三角内河支线港已签署
组合发展协议的港口视为一个整体，货物
在不同港口间的转运视作港区间内部调
拨，允许企业在支线港口直接办理海关查
验、放行、交还箱等手续，支线港得以共享
枢纽港作为国际大港的资源，形成“两港
如一港”“一港多区”的港口群格局。

港口协同，需融通监管政策、平台硬
件。促成“组合港”模式开通，离不开江门
海关“智慧海关”建设。以高新港为例，早
在2021年，江门海关以打造成珠三角首个
内河智慧码头为目标，在高新港引入“云大
物智移”等新技术，自主设计开发了关区首
个经海关总署立项许可建设的智慧物流监
管平台，让海关大数据直接延伸到口岸物流
过程中，如泊位、地磅、堆场、卡口等，实现信
息流与实货流的有机统一，为江门开通“组
合港”航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
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做足预备“功课”。

今年以来，江门海关联合市商务局开
展业务研究对接，摸清外贸物流的堵点问
题，指导港口企业主动加强与广州、深圳
等枢纽港口的深度合作，促成三条航线的
开通。

“这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一体
化发展水平，增强江门港口竞争力的必然
选择。”江门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科
负责人苏程佳说，构建以深圳港为枢纽
港、内河港口为喂给港的“大湾区组合港”
体系，通过枢纽港与喂给港两地码头企业
一体化运营，促进深圳枢纽港国际航运资
源和江门等珠三角沿江港口腹地制造业
货源深度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功能组合
的港口合作关系，必将推动江门港口竞争
力整体提升。

服务前移
出口成本更低了
退税更快了

在“组合港”模式下，“江门制造”乘上远洋货
轮“游”向国际有多快、多省？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大概有100个载
满家用电器排水泵的货柜，通过海运送到泰国、
波兰、土耳其、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9月19
日一早，该公司关务主管陈悦欢坐在电脑前，为
新一批货物报关、预约航次。在码头公司网页录
入出口提单资料时，下拉到“运输类型”选项，有
香港转运、转关、组合港、一港通等模式，陈悦欢
核对船期后，选择了“组合港”模式。待到报关的
货物在高新港经海关查验放行，通过驳船运至深
圳后，就可以直接转装远洋货轮出海。

“现在公司有3成货物走‘组合港’、‘一港通’
模式出口，如果航次充足，最理想是全部货物都
能从该模式下出去。”汉宇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马春寿表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时间账：传
统转关模式，货物在高新港乘驳船运至深圳蛇口
后，需3—5天时间二次报关查验。若遇上赶货
期，用拖车直接把货运到深圳报关出口，运输成
本平均每柜约2300元。可在“组合港”“一次报
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货物在“家门
口”上船，一个柜成本仅需2000元，比传统模式节
约200—500元不等。马春寿表示，“组合港”、

“一港通”江门航线的开通，增加了企业的效率与
信心。

江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组合港”模
式可以实现枢纽港、支线港、出口企业的三方共
赢，一方面，企业简化了通关流程，缩短了备货时
间，提高了通关效率，降低了通关成本。另一方
面，货物运抵枢纽港后可直接装运大船，提高了
枢纽港疏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支线港吸
引了本地货源回流，增加了货运量，减少了驳船
亏舱情况，可实现24小时运输不停歇。

值得一提的是，该模式还把结关退税职能前
移至支线港海关，对企业来说不仅是运输效率的
提高，也加快了公司的资金流转。“该模式节省的时
间，让我们月底出口的货物能赶上当前月度的结关
退税申报，让企业运转更轻装上阵。”马春寿说。

“组合港”、“一港通”模式在江门经过一段时
间的运作后，获得了好口碑。今年8月，“江门高沙
—深圳盐田组合港”启动仪式暨业务推介会上，各
家企业热情高涨，不断询问申报方式、船期，都想尝
到“头啖汤”。广东现代集装箱有限公司是“江门
高沙—深圳盐田组合港”第一批尝鲜企业之一。

“以往选择盐田港出口，按船运公司安排我们需
要在中午12点前通过陆运把箱子送去深圳，才能
按时乘上航班，其间还要向当地海关报关，时间很
紧张。现在高沙海关可以接收深圳盐田港的物流
信息，在江门就能完成手续，直接出口，让我们从容
不少。”该公司进出口部工作人员关锦霞说。

当下，“大湾区组合港”和“湾区一港通”的
“朋友圈”还在扩大。江门高新港、高沙港、新会
港、三埠港等4个主要港口已与蛇口港、盐田港、
南沙港等国际枢纽港口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进
一步提高疏港能力和整体通关效能，支持壮大发
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货物出海能力提升
巩固江门承接
产业转移后发优势

锚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部署要求，我市正与深圳合作在银
湖湾滨海新区加快规划建设深江经济
合作区，携手港澳在广海湾经济区加
快规划建设港澳科教产业滨海新城。

深江两城的融合正在升温、加速。
市政府投资促进中心数据显示，在“深圳
总部+江门生产”“深圳研发+江门制造”
合作模式的推动下，近3年江门引进了一
批优质深圳企业，累计引进投资超亿元
项目投资额近673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
投资额近451亿元。

今年6月至8月，每个月都有逾百家
来自广州、深圳等地的企业组团来江门考
察，交通条件、物流成本是企业家重点关注
因素。江门这方面的优势是拿得出手的。
今年6月，深中通道通车后，从深圳出发1个
小时左右可达江门，黄茅海跨海通道预计将
于2024年开通，江门在区位交通取得历史性
突破提升。而纵横交错的路网尽头，是江门
4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分布着丰富的港口资
源，在“大湾区组合港”模式串联下，深江两地
无论是陆路交通还是海运资源，都更加紧密地
联系在了一起，让深江“两城如一家”，为产业整
体或局部迁移提供硬件互联保障。

此外，江门拥有广东省新一轮布局面积最
大、可连片大规模开发的产业集聚区，土地资源
和区位交通优势叠加，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等各类要素将在这里聚集，企业在江门这片
天地能找到扩产空间，还能“无缝”享受蛇口、盐
田、南沙等国际港服务，不论算时间账还是经济
账，选择江门都很“划算”。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湾区经济与产
业规划研究所执行所长周余义认为，“组合港”
在江门落地并发展，将有利于深江高质量合作
走深走实，实现货物“出海”能力和效率大幅提
升，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江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和大湾区产业转移中的后发优势，
支撑江门加快成为大湾区新一轮先进制造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布局的新高地。

今年5月，江门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
通过遴选，成为省重点支持建设的五个主平台
之一。紧接着，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提出“全力
打造万亿工业强市”，明确要坚持传统产业、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更具国际竞争
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升现代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有
“国际范”的港口资源作支撑。接下来，江门海
关将在前期试点开通线路的基础上，充分结合
关区港口企业组合发展需求，积极加强与广
州、深圳海关的联系配合，协同市商务局，强化
政策引导，推动新会、鹤山、开平、台山等地港
口企业，加强与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枢纽港口
的合作发展，加快港口间信息的互联互通，进
一步推动“组合港”、“一港通”物流新模式在江
门口岸扩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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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记者 皇智尧

有海无大港，这是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期
广西钦州发展的状态，并成为了制约钦州发展的
最大问题。1991年，钦州开启了一项跨世纪的宏
伟工程，钦州决定启动钦州港建设；3年之后，钦
州港正式“诞生”，两个万吨码头建成，从此结束了
钦州“有海无大港”的历史。

建成至今近30年，钦州港片区以占全市1.9%
面积，为钦州提供了接近一半的财政收入和工业
总产值。钦州港的建设，也为钦州融入北部湾开
发建设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条件。

钦州的“大港梦”，无疑是众多沿海城市向海
而兴的生动缩影，也是一座沿海城市依托大港建
设实现跨越发展的代表案例。

再看看江门，江门港已成为广东省第六个港
口货物吞吐量亿吨大港，今年以来，“组合港”模式
让江门港等支线港共享枢纽港作为国际大港的资
源，形成“两港如一港”“一港多区”港口群格局。

但与数十年前的钦州相似的是，“有海无大
港”，让江门无法发展大型贸易物流，难以实现海
洋经济的集聚发展，成为江门发展海洋经济的短
板之一。不过，江门也有一个“大港梦”。

“大港梦”阻碍何在？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江门具有

滨江临海的双重优势：3个沿海港区——广海湾港
区、恩平港区、新会港区，4个内河港区——主城港
区、开平港区、台山港区、鹤山港区，航道总里程
1118 公里，其中内河航道 999 公里（高等级航道
252公里）……依托这些航道，江门上可通往广西、
贵州等地，下可达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及港澳。

经过多年的发展，江门港进入了港城互促发
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港城集聚扩散效应阶段迈
进的关键时期。但江门港口建设和发展数十年，
至今没有一个具备枢纽型功能的深水港。

“大港梦”阻碍何在？
一方面，江门港口规模普遍偏小、布局过于分

散、码头泊位吨级结构不合理，大型深水泊位和专
业化泊位吞吐能力不足，至2022年江门港建成运
营的万吨级及以上泊位仅 6个，万吨级及以上泊
位增加较慢，港口陆域纵深偏小等问题，难以形成
规模效益。

另一方面，江门港口功能较为单一，仍是单一
的以货物装卸功能为主，受限于缺少成规模的工
业园区，未能形成临江港口物流产业链，大宗货源
少，港口集聚产业的功能严重不足，在物流、临港
工业等领域的现代化服务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

此外，江门虽然有绵长的岸线，但由于受珠江
口下泄泥沙、外海波浪较大等影响，沿海岸线的水
深条件不够理想，优良的港口岸线相对于岸线资
源总量来讲不多，港口开发还需有防浪设施，导致
初期开发的代价较高。

逐梦大广海湾
“组合港”模式让江门港等支线港共享枢纽港

作为国际大港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没有大
港的缺口。不过从长远来看，开发建设具有枢纽
型功能的深水港，对于江门推动海洋强市建设强
势破局有着深远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
持江门与港澳合作建设大广海湾经济区”，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和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江
门大广海湾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大广海湾经济区拥有广东除虎门外唯一能通
航万吨级海轮的“黄金水道”，其中乌猪洲、上川岛
南部具有建设20—30万吨级码头条件，广海湾及
上川岛大湾海具备建设5—10万吨级深水码头条
件，是发展湾区经济理想区域。

随着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等连接珠江
口东西两岸的大型跨江跨海通道在明年建成，推
进深水港建设，有利于推动大广海湾经济区从海
域、陆域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把江门海洋资源
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

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支持台山
在黄茅海西岸赤溪半岛规划发展产城融合示范
区，其中一大重点板块便是临港经济；今年江门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大广海湾开发，谋划建设
江门大广海湾粤港澳合作高质量发展国家级平
台，其中，提到“进一步谋划大广海湾10万吨级深
水港码头”；江门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推
动海洋强市建设强势破局，其中，提到“加快广海
湾LNG省储备集散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特大港口
规划建设”。

今年 2 月，江门市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近期该集团通过与深圳港集团交流互动，达成
初步共识，双方将加快推动深江合作区新建通用
码头的选址与规划建设。而在中期，该集团将进
一步深化与深圳港集团的合作，探索股权合作新
模式，引进深圳港集团的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港
口运作经验，带动江门港区建设；远期将围绕广海
湾深水港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特大港口。

从宏观的规划，再到具体的实践，江门“大港
梦”的蓝图日渐清晰，一个令人期待的海上
新江门，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电动机、搅拌机配件……每天，都有“江门制造”从江门港口出发，向海而行，奔赴世界各地。随着江门开通“湾区一港
通”“大湾区组合港”模式并逐步提升运力，企业能明显感受到，今年出货通关更快、更省钱了。

推进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是促进港口提质增效升级、化解过剩产能、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港口、推动交通强国建
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2022年12月首条“江门高新港—广州南沙港”一港通航线开通试航以来，我市又相继开通“江门高新港
—深圳蛇口港”及“江门高沙港—深圳盐田港”2条组合港航线，把国际港“搬”到了江门“家门口”。

与国际港“牵手”，是江门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举措，更加畅通了外贸出口物流链、供应链的“蓝色动脉”，让
“江门制造”更快更高效地走向国际舞台。截至今年8月，三条航线共完成137个出口航次，出口集装箱8406个标箱，涵盖了357家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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