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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Technology and IoT, provides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Por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smart 
port in detail,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future smart port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oT information platform, logistics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supply chain financial informa-
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Besides, the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ly based on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port enterpris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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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科技发展为“智慧港口”建设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详尽分析了智慧港口的

内涵，从物联网信息平台、物流供应链一体化、供应链金融信息平台建设三个角度分析了未来智慧港口

建设的重点，并基于政府、行业、港口企业层面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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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全球经贸迅速发展和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多种变化，我国航运、物流、港口的发展面临诸多机遇

和挑战，经济增速放缓、产业布局失衡、港口竞争加剧、环保成本增加等都使得港口现有发展模式遭遇

诸多阻力。在此背景下，推进港口服务模式创新、实现港口转型升级成为迫切需要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 
港口是综合物流中心，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枢纽，是连接全球生产消费贸易的纽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型经济贸易初步发展，港口业务仅为装卸和仓储。随着现代物流迅速发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口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集物流、仓储、配送、报关、报检于一体的现代物流

和供应链服务中心(Ross Robinson [1] (2002))。港口拥有广泛的物流网络、大量的数据信息、巨大的经济

价值，其服务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巨大的创新潜力。 
在理论研究方面，肖凤良和董宝田[2] (2006)提出港口物流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王宇和李继春[3] 

(2010)根据国内外物联网的研究和发展现状提出智能港口物联网技术架构；徐磊、赵爱东[4] (2015)从智

慧港口公共信息平台角度，详细阐述了平台标准制定、平台标准化设计；刘兴鹏、张澍宁[5] (2016)认为

大数据技术是智慧港口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基于大数据技术，从智慧港口的概念、目标和架构三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阐述；马巍巍[6] (2018)提出了智慧港口发展的四个阶段，并从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角度

阐述了智慧港口发展重点。 
在实践方面，应琳芝、俞海宏、章合杰[7] (2011)在对国内外智慧物流及宁波市智慧物流实践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黄小彪[8] (2012)提出了黄埔智慧港城的发展战略，并从发展环境、战略定位、

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张弛[9] (2015)在“互联网+”背景下提出了天津港发展智慧港口的结构框架和

实施方案。通过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智慧港口的研究，本文认为智慧港口作为未来先进港口的发展方向，

是引领我国港口发展模式创新和升级的重要路径。 

2. 准确把握“智慧港口”的内涵 

智慧港口是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经济等新兴技术实现港口要素自我感知、港口生产运营智能

自动、港口管理决策客观智慧、各功能模块广泛互联等，达到港口各种资源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各功能

模块的联动发展，从而实现多边界属性、开放共享、系统高效、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港口形

态。对于“智慧港口”内涵的把握，不能简单认为是各种技术在港口领域的应用和融合，而应从系统性、

战略性和社会性的高度视角来考虑港口生态圈的建设。我们应把握以下几点： 
在技术创新层面，智慧港口强调的是整套技术创新系统，包括港口生产、运营和管理等多方面，强

调科技创新与港口业务模式创新的深度融合。技术的叠加和应用再深入，也只能称之“智能港口”，而

不能称之为“智慧港口”。智慧港口是数字化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资产价值创新的产物。除了依托

智能化等技术提高港口营运效率外，关键在于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发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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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具体技术创新方面，未来港口将普遍应用绿色新能源技术、电子数据

交换、供应链一体化、多式联运组织等，促进一系列业务创新，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10]。 
在具体实施层面，当前众多港口的投资与建设只是将工程贴上智慧港口的标签，其本质仍属于港口

技术工程建设。我国港口众多，沿海港口与内河港口、集装箱码头与大宗散货码头、普通货物码头与危

险货物码头等情况不尽相同。如何从政策制定和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不同港口智慧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如

何启动和推动智慧港口的建设是重点。将用户需求置于首位，综合考察具体港口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

符合智慧港口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 
在社会人文层面，港口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其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成为主旋律。智慧港口的

建设是站在区域联防联控角度，从发展理念层面对港口建设提出的新的要求，而不是一般的技术改革问

题。在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指导下，智慧港口需要从优化区域港口布局、变革传统

运输方式等方面设计，推行环保绿色的港口能源体系，真正实现低能耗、可持续发展的物流运输。 
总体而言，智慧港口的建设要义是通过新兴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度融合，实现港口运营智

能化、海运物流协同化、供应链一体化和组织圈生态化，促进货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四流合一，

全面优化港口的运行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挖掘创新增值能力。 

3. 从概念到实现 

3.1. 港口物联网信息平台 

实现基于数据驱动的港口物联网信息平台，是智慧港口建设的核心。港口其大量的机械设备、复杂

的管理流程等特点，要求以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为基础，建立高集成度、高安全性的数据共享和交

互平台。借助各种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实现货物的全流程监控，智能识别与自动收集

港口物流链全程的货物运输仓储中箱、货、流等动态和信息[11]。 
物联网信息平台还能集成各单元业务信息门户，如实现与船公司、铁路、货代、仓促等相关港口物

流企业的连接；还能实现港口与海事、海关等口岸联检单位的连接。通过集成供应链各核心环节的信息，

能够连接物流链各环节的孤立信息，提升信息共享度和透明度；从而使得港口供应链上各种资源与各利

益方无缝对接与协调联动，实现基于物联网信息平台的智能化港口管理和决策。以物联网信息平台为基

础，更有条件加大各种资源禀赋的整合，优化运作方式，拓展港口服务范围，形成高效、快捷的现代化

智能港口。 

3.2. 物流供应链一体化 

实现开放、高效的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是智慧港口建设的重要标志。随着区域港口资源整合力度

加强和客户需求不断发展，港口传统发展模式缺乏足够的反应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无法顺应区域港口的

激烈竞争。 
实现港口物流供应链一体化，首先应改变现有的封闭运作方式，延伸港口的服务范围，通过供应链

上以港口企业为主导、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战略性合作，建立可达、高效的物流链服务体系，实现整个供

应链价值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其实质就是以港口物流价值链为中心，通过对资源禀赋的集成和挖掘，

从而创新和延伸业务范围。应充分将港口的区位优势转化为经营优势，通过物联网信息平台，将铁路、

公路、港口贸易、代理等各种信息收集、整合和分析，完成业务的有效连接与协调开展，提高物流运输

各运输节点的服务效率，实现物流链价值最大化[12]。其次，应树立“客户需求至上”理念，拓展港口服

务业务种类，提高物流价值链服务。基于港口物联网信息平台，强化物流交易等基础服务，提升用户服

务质量；定制如拼箱服务中心、拖车运输交易等创新服务，从而使得港口经营具有竞争优势。以港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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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价值链为核心，打造智慧港口物流服务体系，实现一站式物流服务，从而达到物流价值链的“增值”。 

3.3. 供应链金融信息平台 

实现有效的港口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是智慧港口建设的亮点。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产业互

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已成为大势所趋。基于货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四流合一的发展形势下，智慧

港口发展模式可以倡导把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科技应用于港口供应链金融业务，建立供应链金融信息

平台，从而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港口供应链金融是集成港口物流与金融业务、为供应链上的物流企业、

金融机构提供给全过程的商品流通服务。利用贸易、物流交易场景，通过建立供应链金融信息平台可实

现线上支付，整合资金流、构建信用体系、升级融资租赁服务等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港口供应链金融

信息平台扮演货物监管角色，与融资企业实时共享货物动态，从从而强化风控管理，保证风险可控。智

慧港口应着力发展港口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和探索，拓展港口服务功能，建立带有港口特色的金融生态。 

4. 形成智慧港口建设合力 

4.1. 政府层面 

智慧港口的建设需要政府引导。应客观、理性、系统地评估我国港口发展现状与特点，基于可持续

发展和港口生态圈视角，从空间性、生态性、技术性等多维度考察智慧港口的建设标准，确定当前着力

点和重点，制定与我国港口发展现状相适应的配套政策。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点：一是加强政策引导。

推广“物流链一体化”理念，制定相关政策，消除运输网络的关键壁垒；二是协助物流网信息平台建设。

引导供应链各参与方与信息管理部门的合作，对优先进、优质平台给予政策性补贴，并制定对相关平台

的规范监管条例。三是找准突破口，开展示范试点。结合港口发展实际，以港口物流链信息平台、港口

供应链一体化、港口金融信息平台等为切入点，推进示范试点，再推广至全行业深化应用。 

4.2. 行业层面 

行业内部要有系统性、前瞻性眼光，结合国内外智慧港口建设的实践案例，开展研究关于智慧港口

建设评价标准体系。邀请港口企业等召开意见座谈会，确保标准的制定与港口企业战略需求相适应[13]。
其次，行业内部应时刻关注行业发展需求和行业科技前沿，组织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针对智慧港口建

设中的核心关键技术和突出问题，集全行业优势引领港口行业创新和改革。 

4.3. 港口企业层面 

港口企业应选择与港口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定位，明确港口发展目标。智慧港口的建设需要多方协作，

以合作共赢的模式打造智慧港口。首先应树立“客户需求至上”理念，结合自身港口经营优势，开展具

有特色的服务业务，实现资源整合及优化配置，从而实现经济合理与科学发展的统一[14]。其次，港口企

业之间可建立技术联盟，联合技术攻关，合力突破智慧港口核心技术的发展障碍，推进港口生态圈的打

造。 

5. 结语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科技发展在港口领域深入运用与发展，使得智慧港口的建设更加具

有现实性意义。我们要超越传统的概念界定，站在系统性、战略性和社会性的高度打造港口生态圈。“智

慧港口”的发展目标应不止于提供以交通运输和仓储配送为基础的现代物流服务，更在于建成高效的物

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和有效的港口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智慧港口的建成需要多领域、多行业、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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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力利用各方优势。随着宁波港、天津港的实践探索，智慧港口建设已经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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