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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太仓港高质量发展
推进大会上，发布了《推动太仓港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的发
展目标，包括年集装箱吞吐量超1000
万标箱、年货物吞吐量超3亿吨，江海
河中转枢纽港、集装箱干线港地位持续
巩固。如果说打造港口是“硬实力”，那
么航运服务就是“软实力”。为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充分挖掘航运交易、金融、
保险、信息、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扎实
推进现代航运服务业重点项目工作。

1.夯实顶层设计，完善工作体制机
制

面向长三角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
以“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为突
破，探索太仓港航运服务业船舶供应、
维修、交易、金融、服务等资源的共商、
共建和共享路径。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加强对太仓港航运服务业发展工作的
领导，成立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实现
交通、口岸、金融等多部门深层次联
动。借鉴上海市、浙江省现代航运服务
业高质量工作经验，会同苏州港管理委
员会、太仓市政府共同谋划，加强制度
出台和供给，规范航运服务业发展推进
机制、扶持政策。出台《太仓市现代航
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规划》，聚焦太仓
县级市现代航运服务业短板弱项，坚持
问题导向，以航运交易、信息咨询、航运
金融保险、航运人才、技术服务等为重
点，明晰发展任务，布局长远发展。

2.加强区域联动，做好航运金融产
品

太仓港是苏州港“一港四区”之一，
要运用好苏州港推行的港产城一体化
发展战略，积极与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对接，筹措和出台支持现代航运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政策和产
品。依托金融部门，会同银行研究出台

“航运金融服务方案”，特别是加强地区
联动，将苏州、上海、浙江的金融资源服
务延伸至太仓，为航运企业、物流企业
等提供融资、保险、兑换、结算等金融产
品和服务，服务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建
立航运融资信息交流机制，覆盖水上运
输、港口、航运、船舶等行业，关注对产
业链上游船舶修造、中游航运及代理、

下游港口（含相关延伸）企业的航运融
资服务。会同本地金融机构，加快培育
太仓航运保险市场，探索航运保险运营
模式与产品创新，补齐太仓航运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短板。

3.精准制定政策，做优航运营商环
境

太仓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
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把优化营商环
境摆到突出位置，护航营商“软”环境，
助力航运“硬”发展。探索“一网通办”
改革：整合各类涉航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企业和群众办事“一网受理、全网通
办”，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优
化政务服务；加大“优惠补贴政策”力
度：对标周边减税赠补力度，设置税
收减免，如减免船舶吨税、航运金融
保险企业所得税等，对航运企业技术
创新、设备更新、人才引进等给予资
金补贴，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创新

“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加大对航运服
务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保险机构开发
适合航运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如船舶
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航运责任保险等，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提高企业的风险防
范能力。

4.加大科技创新，打造数智航运生
态圈

太仓将港口发展作为“一号工程”，
牵引带动临港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港
产城的深入互动，要充分发挥智慧化设
施基础优势，全力打造新阶段智慧、绿
色港口。着力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发展，加速实现1~3号港口设施设备自
动化、管理服务信息化，全面提升运营
质量和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和安全风
险。以“智”提“质”，加快推进太仓港

“全国智慧口岸建设试点”项目，依托
5G、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打造“太仓航运数智化服务平
台”，以“服务运营信息化”“数据互联
互通”“生产设备自动化”为目标，推进
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实现航运
产业链上下游的全面整合与覆盖，为
企业及监管部门提供一站式的船舶管
理、船员服务、航运金融等综合解决方
案，科技赋能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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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交通运输部等交通运输部等55部门联合发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航运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补齐我国现代航运服务业短板加快补齐我国现代航运服务业短板，，以政策创新以政策创新

为驱动为驱动，，推动我国现代航运服务业要素集聚发展推动我国现代航运服务业要素集聚发展。《。《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以补短板以补短板、、优优

服务服务、、扩功能扩功能、、聚要素聚要素、、提能级为主线提能级为主线，，提出了八项具体任务提出了八项具体任务，，旨在形成功能旨在形成功能

完善完善、、服务优质服务优质、、开放融合开放融合、、智慧低碳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智慧低碳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

现代航运服务业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现代航运服务业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强国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指出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

强国强国、、航运强国航运强国””。。20232023年年33月月，，江苏省政府出台江苏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关于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

““水运江苏水运江苏””的意见的意见》，》，围绕覆盖更广围绕覆盖更广、、标准更高标准更高、、联动更畅联动更畅、、效益更好的现代效益更好的现代

化水运体系建设化水运体系建设，，打造更具特色的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水运江苏””。。20232023年年1010月月，，苏州港管理苏州港管理

委员会印发委员会印发《《关于推动苏州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苏州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苏州港高关于推动苏州港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充分发挥撬动充分发挥撬动、、引导和激励作用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港口促进港口

物流物流、、现代航运和高端物贸融合发展现代航运和高端物贸融合发展。。

太仓市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太仓市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务院、、省委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政府决策部署，，20242024年年66

月月，，发布发布《《推动太仓港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太仓港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大力发展港航服务业提出要大力发展港航服务业，，

高质量建设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项目高质量建设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项目、、港航大厦等航运特色楼宇港航大厦等航运特色楼宇；；大力发展大力发展

航运保险航运保险、、船舶经纪船舶经纪、、海事法律服务等业态海事法律服务等业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培养，，积极争积极争

取船员培训取船员培训、、危化品船岗位培训等资质危化品船岗位培训等资质。。20242024年年66月月，，太仓港高质量发展推太仓港高质量发展推

进大会明确提出进大会明确提出，，太仓港是苏州港的主港区太仓港是苏州港的主港区、、核心区核心区，，集装箱吞吐量占苏州集装箱吞吐量占苏州

港的比重达港的比重达8484%%，，外贸货物吞吐量占苏州港的比重达外贸货物吞吐量占苏州港的比重达5757%%。。太仓港的高质太仓港的高质

量发展将为苏州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量发展将为苏州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了更好推进港为了更好推进港、、产产、、

城城““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发展发展，，加快打造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加快打造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实现从传统航运服实现从传统航运服

务业到现代航运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务业到现代航运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开课题组开

展了以展了以““现代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调查研究为主题的调查研究。。

太仓港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
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战略机遇的交
汇点，定位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集
装箱干线港、中近洋集装箱贸易港及上
海港远洋集装箱运输喂给港，致力于打
造江海联运核心港区与近洋运输集散
中心。几年来，太仓市坚持“港城即全
域、城市即港城”理念，深入实施“以港强
市、以市兴港”战略，将港口作为太仓发
展的“一号工程”来抓，做深“以港强市枢
纽城”文章，服务“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
仓”建设。2023年，苏州港系统推进全
市港口、航运、物流产业发展，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958.2万标箱，其中太仓港区
吞吐量803.9万标箱，占比达84%。

1.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太仓港地处长江和沿海开放交

汇处，坐拥 38.8 公里长江岸线，以
及-12.5米深水航道，是江苏仅有、中
国难得、世界少见的天然良港。截至
2024年，太仓港共开辟运营集装箱班
轮航线217条，形成了近洋直达31条、
沿海内贸51条、长江（内河）喂给94条
和远洋中转41条四张航线网络。其
中，近洋航线覆盖日本、韩国、东南亚、
俄罗斯等近洋主要港口，内贸干线实现
沿海主要港口全覆盖，外贸支线实现与
上海港之间的公交化运营，长江集并、
内河喂给网络覆盖长江、内河50个港
口。太仓港引进华光源海、进极航远等
80家港航服务业企业。从太仓港走货
的国内外贸企业超过4000家，遍布全
国28个省（市、自治区），太仓港已成为
全省重要的近洋直达集散中心、内贸转
运枢纽、远洋中转基地。

2.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太仓市持续出台支持港区沿江现

代服务业发展重点举措，发挥江海河联
运中转枢纽港和集装箱干线港优势，
2024 年，太仓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831.8万标箱，同比增长3.5%，连续15
年位居长江第一、连续7年位居江苏第
一，稳居中国大陆第8位、全球第 20
位；完成货物吞吐量2.89亿吨，同比增
长4.9%，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的
名片愈发闪亮。太仓港是苏州港的主
港区、核心区，2023年集装箱吞吐量占
苏州港的比重达84%，外贸货物吞吐量
占苏州港的比重达57%。太仓港的高
质量发展为苏州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3.重点项目不断涌现
太仓航运服务业呈现整体推进、质

量并进、特色各异、竞相发展的良好态
势，重点项目不断涌现。2024年4月，
高新区举行沿江现代服务业专场签约
活动，长江航道港航服务项目、省港口
集团航运公司项目等13个优质项目签
约落户，全部投用后预计年新增营收
47亿元。2024年10月，长江航道规划
设计研究院华东总部、长江航道工程局
有限责任公司太仓公司、海通恒工程技
术服务公司也落户太仓，深度服务太仓
港建设和进出口业务拓展。同年，太仓
港的苏州现代货箱码头84号和85号
轮胎吊完成自动化改造，自动化率达
80%以上，处于业内领先水平。2025
年2月，正和干线集装箱运输等6个优
质沿江现代服务业项目签约落户高新
区。

现代航运服务业主要指的是为国
际航运提供政策咨询、海事规范、国际
性航运交易、技术标准、融资保险和海
事仲裁等相关服务的产业。而传统的
航运服务业更多地聚焦于提供航运中
转服务、加工增值服务和资源的配置服
务等内容。太仓正从传统航运服务业
向现代航运服务业转型升级，但距离现
代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一定
的差距。

1.顶层设计需更完善
太仓港由省政府委托苏州市代管，

管委会与太仓市政府没有隶属关系，故
在相关政策制定、协同、宣传、解读等过
程中还未形成跨行政区域、跨职能部门
的合力，需在更高一级层面加强统筹协
调。长三角地区港口密集，与上海港、
宁波舟山港等大型港口既相互依存，又
相互竞争，关于如何加强区域协同，高
效整合航运服务业资源，浙江、上海均
出台了支持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专项产业政策，对此太仓港需要尽快赶
上。

2.营商环境需再提优
太仓航运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营商环境存在诸多瓶颈。一是航运

融资服务水平亟待提升，特别是船舶融
资租赁、航运期货品种等具体金融产
品。二是航运保险承保能力欠缺，航运
保险市场的保费份额主要由外地保险
公司承接，本地航运保险企业市场份额
和承保能力均需加强。三是优惠补贴
政策急需完善，调研显示，浙江、上海等
地面向航运企业和物流企业出台力度
较大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四是
人才政策吸引力不足，与周边城市相
比，在生活配套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
方面存在差距，对航运服务业专业人才
吸引力较弱。

3.产业链功能需再提质
航运服务业，是围绕港口和航运活

动形成的综合性服务产业，包括传统的
以船运货、港口装卸、物流仓储到发展
船舶供应、船舶修理、船舶管理等辅助
型航运服务业，再到发展航运融资、航
运保险、航运交易、海事法律等高端航
运服务业。太仓航运服务业产业链功
能不尽完善，产业结构重心偏向船舶供
应、船货代理等传统航运服务业，现代
航运服务业的发展能级与水平和目前
港口发展定位并不相称，产业总体规模
有限，市场主体规模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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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服务业成果丰硕

高速发展
1.

现代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短板仍需补齐

面临挑战
2.

探索现代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因势利导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