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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崛起世界级港口群：海铁联运 通达全球
吞吐量位居全球港湾区之首

“大湾区组合港”“
湾区一港通”模式运输货
物超12万标准箱、南沙港
铁路海铁联运箱量突破2万
标 准 箱 … … 6 月 中 旬 ， 大
湾区港口群呈现“船来船
去、上货卸货”的景象。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滨 江
临海，经济发达，是世界
上通过能力最大、水深条
件最好的区域性港口群之
一，区域港口吞吐量位居
世界各湾区之首。

放 眼 珠 江 口 ， 大 湾
区港口密集，既有历史悠
久的大港，也有陆续建立
的新港。广州、深圳、珠
海、东莞、香港等4个港口
已迈入亿吨大港行列。香
港港、广州港和深圳港集
装箱吞吐量居于世界前10
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 划 纲 要 》 正 式 公 布 3 年
来，世界级港口群正在加
速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河
网密布，枢纽港口和内河
港口需要联动发展，实现
资源共享和整合。为提升
口岸通关时效，以广州南
沙港、深圳蛇口港作为枢
纽港，以珠江沿江及内河
港口为支线港组合的“湾
区一港通”和“大湾区组
合港”模式逐渐成型，为
货物运输打造出综合运输
通道。载有瓷餐具等货物
的集装箱在东莞石龙港办
结通关手续，经由驳船运

至深圳蛇口，在蛇口港直
接搭上国际货轮发往世界
各地。

国际航运枢纽变“智
慧”，是趋势所在。在“
空无一人”的广州南沙港
四期码头里，拥有北斗导
航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化
身灵活“搬运工”，根据
大数据中心调度指令，来
回穿梭码头堆场和泊位运
送 集 装 箱 ； 在 5 G 绿 色 低
碳智慧港口深圳蛇口妈湾
港，自动化作业、智能闸
口和自动驾驶应用，大幅
减少现场作业人员，提升
现场安全作业环境，提高
物资运输效率。

地 处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地理几何中心区域的广州
港南沙港区，是华南地区
重要的对外经贸枢纽港。
去年年底开通的南沙港铁
路可以直接驳接到港区出
海，通过已开通的149条国
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把货物
送至海外。

江 西 赣 州 的 南 康 家
具、湖南株洲的醴陵陶瓷
等外贸产品，在南沙港通
过海铁联运的通道顺利出
海，远销欧美多个国家和
地区。目前广州港中欧班
列路线通达波兰、哈萨克
斯坦、德国等地，进一步
完善全球产业物流链。

大港口串起大通道，
大通道促进大循环。广州
港是集装箱、滚装汽车、

粮食枢纽港，且具备冷链
物流、船舶修造、国际邮
轮、都市游船等优势，近
期重心外移，不断扩大“
朋友圈”，国际友好港达
54个；深圳港开山填海，
港口通过能力和综合影响
快 速 崛 起 ， 并 聚 焦 提 升
数字化港口建设；香港是
国际航运中心，拥有一个
充满活力的海事集群，提
供船舶融资、海事法律等
服务，现代航运服务业发
达。珠江东西两岸周边港
口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多年来，广深港三港
在竞争中共同进步。随着
大湾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和
环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
湾”概念的提出，大湾区
港口群迎来新机遇，各港
口将通过加强合作、明确
分工，实现竞合，推动航
运服务资源跨境跨区域整
合。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最
大的优势在于能携手港澳
地区。”广州市港务局副
局长袁越接受中新社记者
采访时认为，目前已出现
广州、深圳、香港港口企
业收购、参股其他港口或
合资建设码头等，未来需
要进一步形成以广州港、
深圳港、香港港为龙头的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生态
圈，促进港航互动联合、
合作共赢。

（中新网）

（本报讯）印尼和德国政府已就经济领域的
四个重要合作点达成一致。昨天，佐科维总统在
茂物宫与德国总统Frank-Walter Steinmeier 举
行双边会晤时达成了该协议，内容如下：

第一，两国同意加强在工业4.0领域的合
作，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佐科维总统表
示，目前工业部与德国展览公司和英飞凌公司已
达成谅解备忘录。“此外，继今年我们也参加了
同行业展之后，印尼也将成为2023年汉诺威工业
博览会4.0领域工业展的国家合作伙伴，”佐科维
说。

第二，德国同意增加对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投
资，例如电动汽车。不仅在下游，“装甲国”也
将进入上游高科技产业。

佐科维表示：“我已邀请德国工业界在印度
尼西亚开发一家半导体工厂，并使该行业成为全
球芯片供应链的一部分。”

第三，两国致力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
合作。德国已斥资25亿欧元在东加里曼丹建设绿
色基础设施倡议和世界红树林中心。不仅如此，
德国还投资了1.5亿欧元用于北苏拉威西省的绿色
输电一体化，价值1.5亿欧元，用于开发地热能项
目3亿欧元。

最后一点，两国同意在印尼主持下的二十国
集团和德国主持下的七国集团中取得成功。两个
论坛有相同的重要优先事项，即能源转型。

在Steimmeier面前，佐科总统也强调了尊
重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他在提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时表达了这一点。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对Steimmeier的来访表示欢
迎，他解释说，双方讨论了有关发展德国和印度
尼西亚工业合作的几个项目，包括数字化、基础
设施和疫苗的发展。（莉丽）

印尼-德国总统达到四项合作协议
德国协助印尼工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疫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