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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於中國河北省東北沿海的秦皇島灣內，瀕臨渤海的西北側，是具有

90 多年歷史的天然良港，現為世界煤炭出口第一大港，也是中國第二大港。

它是中國首批對外開放的港口，地處華北與東北兩大經濟區之間，是連接兩

區的咽喉要道，有京山、京秦、大秦三條鐵路線直達港口，腹地廣闊，不僅

包括河北省東北部，山西北部，內蒙、寧夏、北京，還包括東北部分地區。 

中國著名的大同、開灤、平朔礦及神府東勝煤田等，都在港口經濟腹地

內，是中國主要煤炭生產基地。它擔負著華東、華南等地的用煤重任，是晉

煤外運的樞紐，煤炭運量和外貿煤出口量均占全國港口的 70％，港口原油

主要來自大慶油田，大慶油田原油產量在中國居第一位，為港口提供了充足

的貨源。 

主要工業有造船、玻璃、橋樑製造及食品加工等，擁有著名的橋樑廠及

玻璃廠，玻璃出口數量居全國首位。該港屬溫帶季風氣候，冬季盛行東北風，

夏季多西南風。年平均氣溫均 10℃，最高曾達 36.4℃，最低達-21℃。每年

1 月開始結冰，但距岸較遠，一般不影響航行。全年平均降雨量約 700mm，

以 6～8 月雨量最多。屬正規日潮港，平均潮高： 

高潮為 1.29m，低潮為 0.59m。 

 

關鍵字：晉煤外運  正規日潮港 年吞吐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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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擁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海運發展迅速，由於經濟不斷進步，

促使對外貿易漸漸重要，進而帶動港口發展。具有優越的地理位置和良好的

自然條件，所以秦皇島港自開放以來就是一個重要的海港 

1.2 研究目的 

海運在運輸方面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對現今各國的重要性不容忽視，而 
海港猶為一切的基礎，對港口須多加認識,因此本次就秦皇島港歷史沿革、

地理環境、港埠設施、營運狀況、探討其未來發展還有了解秦皇島港對海運

業界的重要性。 
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 秦皇島港的未來發展及潛在問題 

2. 秦皇島港的營運方式與優勢 

1.3 研究流程 

本研究係依循如下所述之流程進行研究、分析： 
1. 找尋適合題目 
2. 確立題目 
3. 尋找題目大致方向 
4. 收集資料並整理 
5. 總結論 

1.4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秦皇島港來做探討，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包括： 
1. 網際網路來收集資料。 
2. 官方網站的資料 
3. 官方出版品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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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秦皇島港介紹 

2.1 秦皇島港的地理環境與氣候 

  河北省秦皇島市北倚燕山，南臨渤海，東北部與遼寧接壤，西鄰京、

津兩市。東北、華北，環渤海三大經濟區交匯於此。全市轄 4 縣、4 區，

總面積 7812 平方公里，總人口 260 萬，是中國首批對外開放的 14 個沿

海港口城市之一。 
圖 2.1 秦皇島市俯瞰圖 

 

2.1.1風況 

  常風向西南西（WSW），出現頻率為 10.6%。強風向為東北東（ENE），
實測年平均風速 3.9 米/秒，最大風速 23.9 米/秒。春、秋季多西南風或

西南西風，冬季為東北或東北東風，夏季多南風。  

2.1.2 降水 

  年平均降水量 656.2 毫米，年最大降水量 1221.21 毫米，年最小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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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419.5 毫米。年降水主要在 6~8 月間，佔全年降水總量的 70%以上。

日最大降水量 215.4 毫米。  

2.1.3 霧況 

據統計能見度小於 1000 米影響港口作業的天數年平均為 9.2 天，其

中持續在 4 小時以上的霧日為 5.8 天。霧日多發生在春末夏初。  

2.1.4 氣溫 

  季節較明顯。多年平均氣溫 10.3℃,夏季最熱在 8 月份，月平均 24.5
℃，冬季最冷在 1 月，月平均氣溫-6.5℃。 
圖 2.2 秦皇島港沿岸

 

2.1.5 冰況 

  附近海域每年初冰日為 11 月下旬，終冰日為翌年 3 月上中旬，冰

期平均為 105 天，最長可達 124 天，常年岸邊有少量固定冰，冰的厚度

一般為 10~30 厘米，5 米等深線以外很少出現固定冰，對船舶航行和港

口裝卸運輸生產無影響。 

 

2.1.6 潮汐 

潮汐類型是以日潮為主的相對不規則的混合潮型，驗潮零點在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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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海平面下 0.835 米（即驗潮零點與理論深度基準面相同）。最高高潮

位 2.55 米，最低低潮位-1.43 米，平均海面 0.89 米，平均高潮位 1.24 米，

平均低潮位 0.53 米，平均潮差 0.7 米。  潮流：漲潮流向為西南西

（WSW），落潮流向為東北東（ENE），屬往復流。平均流速 0.5 節，最

大漲落潮流速分別為 1 節和 0.7 節。  

2.1.7 波浪 

  秦皇島外海水域開闊，波浪比較大，以風浪為主，約占 75%，

常浪像是南向，頻率為 39%。實測最大波高 3.3 米，波向南東。該

海區波浪特點是無浪日少，無浪的頻率僅為 6.3%；小浪多，其中

0.8 米以下的波高占 87%，0.9~1.2 米的波高約占 8.8%，1.3 米以上

的波高僅佔 4.2%。 

2.2秦皇島港歷史 

 秦皇島港位於秦皇島市海港區，港口長年不凍、不淤，水深、浪小，是一

個天然良港。1898 年開港，開港不久即成為開灤煤礦的主要出海口。1960
年 8 月，秦皇島港自己建設的八、九號碼頭竣工投產，這是港口解放後建設

的第一座煤炭碼頭。1983 年 7 月，與京秦鐵路相配套的秦皇島港煤碼頭一

期工程建成投產，形成了晉煤外運、北煤南運的一條水上大通道。 
  1985 年，建成了年吞吐量為 2000 萬噸的煤二期碼頭。1989 年，又建成了

年吞吐量為 3000 萬噸的煤三期碼頭，使秦港一舉成為世界最大的煤炭中轉

碼頭，1997 年，年吞吐量 3000 萬噸的煤四期碼頭建成投產。與此同時，中

國先後投資 60 多億元，建成了秦皇島至「煤都」大同的運煤鐵路專線。這

樣，就形成了以秦皇島港為樞紐和龍頭的、中國北煤南運系統工程。 
  2006 年 4 月，設計能力達 5000 萬噸的煤五期工程順利投產，該碼頭工藝

流程先進、自動化程度高，堪稱世界一流，煤五期碼頭投產使秦皇島港煤炭

運輸能力達到 1.93 億噸。秦皇島港長期的運煤歷程使其積累了豐富的企業

管理和煤炭運輸經驗，培養了大批技術人才和業務骨幹，這些都為其在市場

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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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秦皇島港西部港區 

 
圖 2.4 秦皇島港東部港區 

 

2.3秦皇島港集團 

  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2008 年 3 月 31 日，是由秦皇島港務集團有限公

司聯合其他 9 家發起人共同出資成立的大型股份制企業，主要承擔港口貨物裝卸、

倉儲經營等業務。 

 

2.3.1煤炭業務 

  煤炭業務由秦港股份公司第二、三、六、七、九港務分公司共同經營，

現有煤炭專業泊位 21 個，設計年通過能力 1.93 億噸；擁有世界最先進的

煤炭裝卸設備、工藝及配套設施，可接卸 2 萬噸超長列車，單機最高卸

車能力 7200 噸/小時，最高裝船能力 9250 噸/小時，效率屬當前世界一流

水平；擁有世界最大的港口煤炭專用堆場，最大堆存量為 1042.5 萬噸。

作為世界最大的煤炭輸出港和中國「北煤南運」大通道的主樞紐港，秦

港股份公司擔負著東南沿海電煤運輸以及國家外貿煤炭出口的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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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年輸出煤炭佔全國沿海港口下水煤炭總量的近 50%。 

 

 

 
圖 2.5 秦皇島港煤炭日均装船超 55 萬噸 

 

2.3.2雜貨業務 

  秦港股份公司雜貨運輸由雜貨港務分公司和第八港務分公司共同承

擔，現有雜貨泊位 17 個，其中萬噸級以上泊位 15 個，最大可停靠 10 萬

噸級船舶。生產用庫場面積 220 餘萬平方米，雜貨用庫場面積 90 萬平方

米，設計年通過能力 1480 萬噸。雜貨裝卸設備國內一流，擁有散糧、散

水泥筒倉系統和門機、各類起重機、牽引機、挖掘機、載貨汽車等設備，

可裝卸礦石、糧食、化肥、水泥、木材、飼料、各種類型鋼材等大宗貨

物；能承接硫磺、玻璃、生鐵、活牲畜、食品油、水果等特種貨物，形

成了集散 ( 件 ) 雜貨運輸，散糧、散水泥、散化肥灌包、倉儲、運輸為

一體的大型綜合物流體系。 

2.3.3油品業務 

  秦港股份公司擁有中國第一座管道運輸油碼頭，油品運輸由第一港

務分公司經營管理。現有油品生產泊位 4 個，其中 2 萬噸級泊位 2 個，5

萬噸級泊位 1 個，3000 噸成品油泊位 1 個；擁有油罐 27 座，容量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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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立方米，設計年通過能力 1540 萬噸，除原油運輸外，還可承擔柴油、

磷酸、航空煤油、石腦油、奧裡油、汽油、甲醇等 20 餘種成品油和液體

化工原料的接轉業務。秦港股份公司按照「開發大宗貨源、穩定既有貨

源、拓展化工品運輸」的思路，投資興建了 64 車位鐵路車台 1 座、6 車

位汽車台 1 座，大大提高了陸域集疏港能力，成為中國石化公司進口原

油中轉港。 

2.3.4貨櫃業務 

新港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是秦港股份公司從事集裝箱業務的唯一子公

司，由秦港股份公司與中國海運、大連港集團共同組建而成。現有集裝

箱泊位 3 個，設計年通過能力 65 萬標箱，可裝卸第五代集裝箱船舶。堆

場面積 36 萬平方米，集裝箱專用拆裝箱場地 4 萬平方米、專用鐵路倉庫

（丙二類倉庫標準，可存放棉麻）和公路倉庫（丁類倉庫標準）1.3 萬平

方米，倉儲條件符合國家出口食品檢驗檢疫要求，港區環境達到國家一

級標準。倉庫邊有港口鐵路專用線與國家鐵路網相連接，具備接卸專列

條件；裝箱點與碼頭相鄰，無需二次倒運，成本低廉。具備危險品作業

資質，可承運燒鹼等特種貨物。新港灣公司發揮合資企業優勢，業務輻

射範圍覆蓋至新疆、內蒙古、遼寧等地，與多家船公司進行合作，已開

通 9 條集裝箱班輪航線，成為內貿運輸航線上的幹線港 

圖 2.6 秦皇島港作業圖  

 

2.4秦皇島港交通 

  秦皇島港位於渤海遼東灣西側，河北省濱海平原的東北側，靠近萬里

長城的東端，地處山海關內外要衝，屬秦皇島市轄境。 港口對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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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集疏運條件優越。鐵路有沈山、津山、京哈和大秦 4 條鐵路幹線

直達港口。公路通過城市集疏港道路與 102、205 國道相聯，可直達北

京、天津、瀋陽等地。 
  航空方面目前已開闢有到北京、廣州等地的多條航線，每月有定期航

班。鐵（嶺）－秦（皇島）輸油管線直通港口。 
  海上運輸可到達中國沿海各港及長江中下游港口，並開通了至山東龍

口的海上客運航線。秦皇島港目前與世界上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港口

通航，先後開通了至香港、日本、韓國等 4 條國際集裝箱班輪航線。先

後與日本的苫小牧港、澳大利亞的紐卡斯爾港結為友好港 

 
圖 2.7 東北鐵路網 

 

2.5秦皇島港腹地 

  秦皇島港地處華北、東北兩大經濟區的結合部，是中國煤炭、原油運輸的

主要港口，也是其他進出口貨物的集散口岸，有能源運輸樞紐之稱。近年來

秦皇島港正在發展成為多功能、綜合性、現代化的港口。  

圖 2.8 秦皇島港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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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島港進口貨類結構，內貿進口以件雜貨為主；內貿出口以煤炭、原油

為大宗；外貿進口主要是小麥、礦石、木材、鋼鐵、化肥、糖、水泥及其他

件雜貨；外貿出口的貨物主要是煤炭、原油、非金屬礦石、鋼鐵、糧食及其

他雜貨。  

  港口煤炭貨源分佈於山西北部，內蒙古西部，寧夏、陝西北部，以及河北、

北京等地、中國著名的大同、開灤、平朔礦及建設中的神府東勝煤田等，都

在港口經濟腹地內，是中國主要煤炭生產基地。秦皇島港國內中轉煤炭流向

上海、浙江、江蘇、福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遼寧等 9 個省市，約

占港口煤炭吞吐量的 77%；外貿煤炭出口流向為日本、香港、東南亞和歐洲

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約占港口煤炭吞吐量的 23%。 港口原油貨源主要來自大

慶油田。大慶油田原油產量在中國居第一位，為港口提供了充足的貨源。 

  港口雜貨出口貨源分佈為內蒙古中部、河北北部、遼寧、吉林、黑龍江西

部和京、津、唐地區；進口貨源分佈於河北、山西、京津地區、內蒙古、寧

夏、甘肅、新疆等省區及遼寧、吉林、黑龍江西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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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皇島港碼頭 

  秦皇島是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華北、東北和西北地區重要的出海口。

已有百年歷史的秦皇島港水深港闊，不凍不淤，以煤炭、石油等能源輸出為

主，兼營雜貨和集裝箱運輸，是一個多功能綜合性的現代化港口。年貨物吞

吐量突破 1.5 億噸，躋身世界大港之列，與世界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易

往來。秦皇島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輸出港，是中國「北煤南運」大通道的主

樞紐港，擔負著中國南方「八省一市」的煤炭供應，佔全中國沿海港口下水

煤炭的 50%。  

  境內發現各類礦產 56 種，其中煤炭、黃金、鐵、銅、鋅、鋁石、石灰岩、花

崗岩、大理石等金屬和非金屬礦藏儲量可觀。全市森林覆蓋率達 34.45%，昌黎、

青龍兩縣和山海關區分別被國家林業局授予「中國葡萄之鄉」、「中國蘋果之鄉」

和「中國大櫻桃之鄉」的稱號。全市海岸線長 126.4 公里，盛產對蝦、海參、海蜇、

螃蟹等海產品。境內水系發達，水資源總量 7.49 億立方米，是華北地區水資源最

豐富的城市之一。秦皇島是一個極具發展活力的城市。這裡科研、教育機構集中，

智力資源充裕。擁有國家建材局秦皇島設計研究院、黑色冶金礦山設計院等國家

部屬科研單位。 

  秦皇島是中國首批 14 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已躋身全國投資硬環境 40 優城

市，在中國綜合競爭力百強城市中名列第 29 位。這裡擁有河北省唯一的國家級秦

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和燕山大學科技園。良好的基礎條件和投資環

境，使秦皇島成為外商投資的理想之地，已有 53 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在這裡投資

置業，美國 GE、ADM、雷諾茲，英國 TI 集團，德國曼內斯曼·德馬格，日本旭硝

子、伊籐忠、丸紅，韓國 LG、科泰，泰國正大，新加坡豐益等國際知名公司，紛

紛來秦皇島拓展事業，並獲得豐厚的回報。秦皇島對外友好交往和文化交流日趨

活躍。已與美國、意大利、日本、韓國、南非等國家 20 多個城市締結了友好交流

關係。通過這些友好渠道，與海外廣泛開展了經貿、文化、藝術、教育、科技、

體育等領域的交流與合作。 

圖 2.9 秦皇島港碼頭機具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    海洋運輸期末報告 

 

 14

 

 

圖 2.10 裝卸中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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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營運分析與比較 

  秦皇島市是中國少有的同時擁有鐵路運輸、公路運輸、管道運輸和海運、空運

等五大運輸的地級市。秦皇島港地理位置優越，港口背後的燕山山脈，為其提

供了天然的屏障，使港口免除冰凍、回淤和風浪的困擾。相對於海上承運人

而言，全天候的通航和作業條件，加之秦皇島港的高效率、提高了船舶營運

的經濟性。 

  兩條主航道處於免維護狀態，作業基本不受自然氣候的影響。秦皇島港還

具有無可比擬的煤炭集港優勢，大秦線是中國煤炭主產區大同直達秦皇島港

的煤炭鐵路運輸專用通道，萬噸和 2 萬噸煤炭專用重載單元列車在此區間往

復運行。秦皇島港與大秦鐵路的同步擴能，將使這一優勢得到更充分的體現。

隨著煤五期及擴容工程的投產，秦皇島港煤炭實際運輸能力早已超過 2 億

噸，預計 2010 年秦港煤炭吞吐量將超過 2.2 億噸。而大秦線的擴能增量，以

及貨源腹地向內蒙古中西部、寧夏北部等地延伸，2010 年煤炭運量將達到 4

億噸，其中 70%的煤炭流向北方港口，流向北方港口煤炭中的 87%去向秦皇

島港。隨著中國煤炭市場的需求增加，秦皇島港的煤炭吞吐量和市場份額也

將保持穩定，而且在中國各煤炭中轉港口中增量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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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秦皇島是中國首批 14 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已躋身全國投資硬環境

40 優城市，在中國綜合競爭力百強城市中名列第 29 位。這裡擁有河北省

唯一的國家級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和燕山大學科技園。

良好的基礎條件和投資環境，使秦皇島成為外商投資的理想之地，已有

53 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紛紛來秦皇島拓展事業，並獲得豐厚的回報。秦

皇島對外友好交往和文化交流日趨活躍。已與美國、意大利、日本、韓

國、南非等國家 20 多個城市締結了友好交流關係。通過這些友好渠道，

與海外廣泛開展了經貿、文化、藝術、教育、科技、體育等領域的交流

與合作。作為 2008 年北京奧運會協辦城市和環渤海地區重要城市，秦皇

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現在，這裡的人民正在以 2008 年北京奧運會足

球分賽為契機，全力打造「綠色秦皇島」、「和諧秦皇島」「活力秦皇

島」和「魅力秦皇島」，努力把秦皇島建成「園林式、生態型、現代化

濱海名城」。 

中國沿海都市的經濟成就，像磁鐵般吸引著各國資金投入發展，台商赴

大陸投資更是前仆後繼。秦皇島港長期的運煤歷程使其積累了豐富的企業

管理和煤炭運輸經驗，培養了大批技術人才和業務骨幹，這些都為其在

市場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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