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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头
版头条刊发记者吴黎明、邵香云、王井怀、
刘惟真撰写的文章《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奋楫扬帆》，聚焦我市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建设蹄疾步稳。本报全文转载如下：

初冬时节，阳光洒在天津港。随着
一声汽笛响起，第600班中欧班列缓缓
开动，载着货物驶向远方。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海上门户、“一带
一路”海陆枢纽之一，天津港“货通全球”：
北京的汽车运往东南亚，装满澳大利亚矿
石的列车驶向中国西北，日韩生产的日用
品短暂停留后发往蒙古国，新疆的番茄酱
也从这里“乘船出海”前往欧洲……

这只是一个缩影。乘着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依托港
口战略资源核心优势，天津加快建设北
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建成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海
港口岸通关效率位列全国前茅；石油化
工、海工装备、冷链运输、数字货运等临
港产业快速崛起；小白楼、东疆综保区、
航空物流区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加速打
造，国际航运服务功能不断提升……

从国务院批复《天津北方国际航运
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到《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北方国际航运
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再到《港产城融合发
展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依托海空港
枢纽、航运服务业、临港产业三大功能承
载区，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奋楫扬
帆、气象更新。

海空“双枢纽”，通达全球
不久前，100个35吨宽体集装箱在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装船，从北疆来的货
物得以运往南粤。
“这批35吨宽体集装箱铁路班列由

呼和浩特抵达天津港后，可搭乘内贸集
装箱轮驶向广州港，实现全流程门到门
运输。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枢纽的核心节
点，这是天津港实现的又一次新突破。”
天津港集团相关负责人指着正在装船的
集装箱自豪地说。

不仅如此，今年7月，“天津港至北
京大红门”海铁联运班列正式开通。“承
运的货物由广东、浙江等地经海运运至
天津港，‘换乘’海铁联运班列至北京后，
再通过汽车运输到企业和百姓手中，能
够实现海上、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无缝衔
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货运中心货运市场研发事业部天津分
部经理牟从凯说。

同时，通过环渤海内支线海上巴士，
天津港与环渤海港口也紧密连接在一
起。“得益于天津港南下广州的船舶运力
充足、航线密度大，货物运输能够节省近3
天的时间。”唐山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说。
“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枢纽的重要一

环，就是将天津港建设成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要支撑、服务‘一带一路’的重
要支点、陆海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现代
化的国际航运枢纽。”天津市港航局副局
长杜二鹏一语道破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的发力点。

近年来，天津港智慧与绿色双管齐
下、陆向与海向双向发力，打造全球首个
“智慧零碳”码头、深化津冀港口协同发
展、大力发展海铁联运……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褚斌
说，天津港集团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
任，争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港口排头兵，
全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

打造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升级版，举全
港之力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推进
以港口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
业。到2027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力
争突破2700万标准箱，智慧港口、绿色
港口、枢纽港口建设引领行业发展，港
口、产业、城市一体化发展更为紧密、互
动效应更为明显，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
用显著增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和共建“一带一路”。

海港蓬勃兴盛，40公里外的空港，
形势也很喜人。

今年8月，天津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一架满载快递、电商货物的波音737全
货机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飞抵杭州，该
公司“天津—杭州”货运航线自此正式开
通。天津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市场副总裁
秦连升深感航空货运行业迎来了发展的
良机，“新航线的开通在京津冀与长三角
地区间搭起了快速通道，更好地服务于
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
“空港方面，天津市突出强化顶层设

计、基础设施建设、航线网络与临空产业
支撑，航空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不断增
强。”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管
理处二级调研员徐宏描绘了近年来空港
的发展脉络。

这一切得益于当地政府紧锣密鼓的
部署和推进。2020年8月，天津市出台
“支持天津港建设世界一流港口财政扶
持政策”。2022年5月，《天津市航空物
流发展“十四五”规划》出台，为航空物流
发展规划蓝图。2023年6月，天津市发
布《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
发挥港口的硬核优势。

四通八达的海港、空港让北方国
际航运核心区“双枢纽”同频共振、通
达全球。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港集团完成货
物吞吐量3.6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761
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1.1%、6.5%；天津
港海铁联运1-9月份共完成87.9万标准
箱；完成首单海空联运出口业务，开启了
海空联运业态合作模式。

依海而建、因港而兴，港口资源是天
津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硬核”优势。做大
做优做强港口经济，统筹中心城区、滨海
新区及天津港资源，天津正在着力促进
港产城深度融合。

千亿级产业集群，茁壮成长
临近年末，位于天津东疆综合保税

区的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司迎来
了“业务旺季”，一派繁忙。刚出差回来
的公司总经理史运昇马上要前往乌兹
别克斯坦等地拓展业务，行程安排得满
满当当。
“预计今年能够出口三四千台新能

源车，货值7000万美元左右，连续两年
实现快速增长。”史运昇激动地说。

近年来，二手车出口业务成为天津
东疆综合保税区的“新增长极”。东疆综
合保税区自贸片区工作局副局长耿宾遥
说，区内推出了“二手车出口+保税+中
欧班列”“汽车出口专列”等创新运输模
式，提升物流服务能级。截至目前，东疆
累计完成二手车出口超1.2万台，出口金
额超3亿美元。

作为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
的定位之一，天津在加快建设北方国际
航运核心区的进程中，将发展港口经济
放在重中之重，服务于京津冀城市群，辐
射东北亚经济区域，并带动天津经济社

会发展。
天津港口曾经是典型的“通道经

济”，装卸仓储“流量”虽大，贸易加工的
收益却较低。为将“流量入口”转化为
“贸易入口”，天津提出港产城融合发展
的新思路。随着《天津市促进港产城高
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等政策相继
出台，造船、石化、海工装备、冷链运输等
一大批适港产业蓬勃发展。
“各部门密切联系、深化合作，利用

港口、临港地区、城市腹地的空间纵深
和载体功能，合力打造了一系列港产城
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天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处处长
范智勇说。

行驶于渤海湾畔的天津南港工业
区，不少人会留意到一片管廊密布、炼塔
高耸、货轮穿梭的“工业绿洲”。这里最
近又传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与沙特合作
项目26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投入商业
运营。优化调整、转型升级，天津已具备
相对完整的石化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以
南港工业区为主要承载地的石化产业空
间布局。石化产业正成为天津重点发展
的12条产业链的“压舱石”。

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也茁
壮成长。作为物流领域的龙头企业，满
帮集团扎根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2022
年集团在天津的业务量翻了好几番，简
直是‘突飞猛进’。”满帮集团政府事务部
高级总监兼满帮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孔庆峰对这个成绩很满意。

说起数字货运，天津东疆综合保税
区新经济促进局副局长周骥滔滔不绝：
“东疆为网络货运企业提供一站式、专
业化服务，企业也可依托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等优势产业，盘活上下游资金，
降本增效。”

如今，天津已成为中国数字货运龙
头企业的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9月底，天津拥有120家网络货运企
业，累计实现货物运输量2.83亿吨，合
计运费 500亿元。“天津市以占全国
4.1%的网络货运企业数量，整合了全国
网络货运业务中66.3%的货运车辆和
85.4%的货车驾驶员。”天津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道路运输处处长张家琨对此如
数家珍。

依港口聚资源，依资源兴产业，依产
业兴城市。滨海新区区长单泽峰说，作
为适港产业的主要承载地，滨海新区逐
步构建以海洋油气及石油化工、海洋装
备制造等为特色的海洋产业发展格局，
以海水淡化、高端装备等为代表的海洋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规模突破
3300亿元，成为国家首批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城市。

百年服务商圈，搭台护航
走在天津市中心的小白楼商圈，一

栋栋西式建筑引人驻足。太古洋行、怡
和洋行等小洋楼带领人们穿越时光，一
览百年前天津航运贸易的辉煌。

在天津市和平区、河西区的联合努力
下，这里已成为天津航运要素集聚程度最
高的区域之一，泰达大厦、万通中心两座航
运主题楼宇入驻了大批航运服务企业。天
津市河西区金融局副局长孟珊珊说，区内
共有各类航运企业908家，涵盖适港产业、
货运代理、陆上运输、船舶代理、船舶检验、
仓储物流和行业商协会等领域，是津城航
运要素聚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与深厚的历

史积淀，我们重点将小白楼区域建设为
国际航运服务聚集区，目前万通中心已
有50多家航运服务企业落户，涉及货代
公司、船公司、运营结算等全产业链。”天
津市和平区发改委副主任高越说。

2021年，《天津市推进北方国际航
运枢纽建设条例》颁布实施，以地方法规
的形式明确了政府部门职责和财政支持
等保障措施，并突出了航运服务等方面
的政策要求，这为高端航运服务的发展
提供了保障。
“航运金融中心”聚焦航运交易、汽

车物流、融资租赁、冷链物流、冷冻品精
深加工五大重点产业，围绕本外币海运
费线上结算、跨境汇款直入账等八类金
融服务持续发力。
“借助中国银行本外币业务一体化

优势，我们续做航运场景项下的本外币
贷款产品、国际海运费项下订单融资等
供应链产品，不断提升航运金融服务能
力。”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交易银行部相
关负责人说。

作为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
新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融资租赁是
天津市的一张“名片”。依托港口优势，
东疆综合保税区近年来大力发展飞机、
船舶、海工装备等融资租赁业务。作为
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区和全国最大
的租赁飞机资产交易中心，目前，东疆综
合保税区飞机租赁交付数量超2000架，
飞机、船舶、海工产品租赁占全国80%。

天津市金融局副局长孙洋说：“天津
还将从深入挖掘航运金融需求、有效增
加航运金融供给、优化航运金融发展环
境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航运金融服
务港产城融合发展的质效，使航运金融
运营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示范效果持续显现。”
“因港而兴”“津通全球”，北方国际

航运核心区逐渐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2023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即将于
11月16日启幕，同期举办新港国际航运
论坛，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
企业参展参会。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津
沽大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将蹄疾
步稳，向世界分享更多航运科技成果，在
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贡献更多“天津智
慧”，共创国际航运新未来。

《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头条刊发通讯，报道天津建设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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