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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受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北京睿库贸

易安全及便利化研究中心自 2018 年 7 月起至 2018 年 11 月采用多种调研方式，

考察了泸州港口岸营商环境的若干方面，形成了本报告。 

本报告首先对泸州市经济及泸州港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然后就与口岸营商

环境密切相关的宏观因素方面进行了分析（即泸州港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

件），之后通过对口岸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两个截面：口岸作业耗时和口岸作业费

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分别与国内先进内河港口及沿海口岸进行了对比。 

本报告所涉调研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其中第一部

分（泸州市经济与泸州港基本情况）较多地利用数据进行展示，第二部分（泸州

港发展条件分析）则参考相关文献中提到的“B-V-S模型”利用相关数据分析后

绘制了泸州港竞争优势区域重叠图，第三部分（泸州港进出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

分析）则利用了委托方提供的系统数据进行了大量数据运算得出统计结论，第四

部分（泸州港进出口货物口岸作业常规费用分析）则利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

获得的信息梳理后得出结论，第五部分（结论总结、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中所提

及的问题则是通过座谈、电话/微信访谈搜集整理。 

 

以下为调研报告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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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泸州市经济与泸州港基本情况 

（一）泸州市经济基本情况 

泸州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川渝滇黔结合区域，是成渝经济圈重要的商贸物

流中心，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港口城市，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四川省位于中上

游，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稳

定在 4.0%到 4.5%之间。 

 
图 1.1 泸州地区生产总值及占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2009-2017） 

数据来源：历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历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泸州市全市常驻人口近 10 年基本保持在 430 万人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近 5年增长 37.9%，高于四川省的 37.6%。 

 

图 1.2 泸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09-2017） 

数据来源：历年《四川省统计年鉴》、《2017年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产业结构方面，泸州市经济在保证传统行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兼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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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行业的发展。2017年，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 9.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0.3%，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63 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9%。2018 年，

在保证酒类制造业、能源行业、化工行业和机械行业四大支柱行业稳定健康增长

的同时，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智能终端产业也保持稳定。 

表 1.1 四川省与泸州市 2017年各大产业类别机构、增速与经济增长贡献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四川省 

2017年产值（亿元） 4282.81 14293.99 18403.42 

所占比例 11.6% 38.7% 49.8% 

较上一年增速 3.8% 7.5% 9.8% 

经济增长贡献率 5.6% 35.7% 58.7% 

泸州市 

2017年产值（亿元） 183.19 850.56 562.46 

所占比例 11.5% 53.3% 35.2% 

较上一年增速 3.9% 10.0% 9.5% 

经济增长贡献率 5.0% 59.7% 35.3%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及泸州市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计算。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泸州市第三产业所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经济增长贡献

率均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所以如何根据泸州市自身优势，在保证三大产业增长

的同时调节产业结构，深入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是泸州市经

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 

（二）泸州港基本情况 

1.泸州港概况  

泸州港是全国 28 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在国务院《关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泸州港被确定为长江上游重点建设的主要

港口。 

泸州港目前已建成 6个 3000吨级直立框架式泊位、1个散货及杂货泊位、1

个商品汽车滚装泊位，堆场面积近 40万平米，已形成集装箱 100万标箱/年、商

品车滚装 30 万辆/年、散货及件杂货 300 万吨/年的吞吐能力，最大单件吊装能

力 120 吨。12017 年，泸州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2840.15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约 55万 TEU。 

表 1.2 四川省及泸州市货物吞吐量情况（2014-2017） 

年份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四川省 货物吞吐量（万吨） 9159 6707 6347.84 7059.99 

泸州市 货物吞吐量（万吨） 3134 3247.09 3217.13 3492.98 

 
1 以上数据截止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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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省吞吐总量（%） 34.22 48.41 50.68 45.12 

集装箱吞吐量（万 TEU) 32.06 42.04 50.1 55 

数据来源：中国港口年鉴、四川省交通厅。 

泸州港已开通泸州—武汉、南京、上海的集装箱班轮航线 30班左右/周，以

及泸州—武汉—台湾、泸州—南京—韩国、泸州-南京-日本等近洋航线和泸州至

上海升船机“五定”外贸直航班轮。 

表 1.3 泸州港集装箱码头主要货物货源地/目的地 

主要货类 主要货物 进/出口 货源地 目的地 

机械设备

类 

汽车配件、设

备、抽油机 

进口 韩国、德国、加拿大 成都周边 

出口 成都地区 美国、加拿大等 

化工原料

及制品类 

元明粉、石英

砂、磷酸氢钙、

醋酸纤维素 

进口 华东、广东地区 华东、广东-泸州、成都 

出口 

成都、眉山、名山、

德阳、雅安、什邡等

地区 

成都、眉山、名山、德阳等

地到华北、华东、华南及国

外 

轻工食品

类 

木浆、玻璃球、

玻纤、陶粒、

酒、醋 

进口 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运至川南、成都地

区 

出口 
宜宾、自贡、泸州、

成都 

川南、成都地区运至华东、

华南地区 

钢铁、矿

建类 

铬矿石、建材、

瓷砖、板材、石

材 

进口 
澳洲、非洲、华南、

华北地区 

澳洲、非洲、华南、华北地

区运至川南、成都及周边地

区 

出口 
雅安、成都、川南及

周边地区 

雅安、成都及周边地区运至

华南、华东、华北地区 

其它类 
杂货、瓶子、废

料 

进口 华东、华南地区 
华东、华南到泸州、成都地

区 

出口 泸州、成都地区 
泸州、成都到华东、华南地

区 

资料来源：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2.泸州港保税物流中心 

泸州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是成都关区特殊监管区域“两区四中心”（成都

综保区、绵阳出口加工区、双流航空保税物流中心、泸州港保税物流中心、青白

江铁路保税物流中心、宜宾港保税物流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资 2.5亿元，

建设面积 314亩。现已建成 2000米长的封闭式隔离围网和中心卡口、7500平方

米的待检停车区、5000 平方米的查验仓库、5万平方米的监管仓库、1.7万平方

米的集装箱堆场、1.5 万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技术用房。已建成全覆盖信息化管理

系统、数字化监控系统和红外警戒探测系统，实现海关等各部门信息共享、企业

快速联网报关和无纸通关。 

2018 年 1-10 月，泸州港保税物流中心报关 875 票，同比增长 30%；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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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重 10.2 万吨，同比增长 40%；集装箱通关共 4174 标箱，同比下降 2.68%；监

管货值 22亿元，同比增长 158%；两税收入共 1.79亿元，同比增长 179%。 

3.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东至成自泸赤高速西侧，南至长

江，西至医教园区，北至进港铁路，总面积 19.99 平方公里。根据《中国（四

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功能划分，川南临港片

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港口贸易、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以及装备制造、现代

医药、食品饮料等先进制造和特色优势产业， 建设成为重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和成渝城市群南向开放、辐射滇黔的重要门户。川南临港片区以推进实施《总

体方案》试验任务为主线，严格落实《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7 年工

作要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改革试验任务、首批创新举措、首

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等工作任务。截至目前，《总体方案》中涉及川南临港片区

的 141项试验任务，已推进实施 138项；复制推广其他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 211

项，形成创新经验成果 190 项，其中，全国首创 22 项，被国家表扬推广 2 项、

1项有望国务院推广、全省推广 10项、全市推广 38项。 

二、泸州港发展条件分析 

（一）泸州港发展有利因素 

1.港口条件方面 

泸州港是长江入川首港，发展起步较早，率先成为四川省内国家二类水运口

岸，现阶段航道条件优于四川其他港口，是四川省三级航道的主体江段，约占四

川省长江航道的 60%。已利用宜港岸线长度、生产型码头泊位数等重要指标均在

四川省处于领先地位。根据 2017 年的数据，泸州港货物吞吐量约占四川省水运

货物吞吐量的 46%，集装箱则约占四川省水运集装箱吞吐量的 60%。 

2.与其他运输方式联结方面 

“一环七射一横”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93公里绕城高速环线闭合运行，高

速公路建成总里程 455公里，居全省第 3位，川南第 1位。在泸州港附近设有多

个高速公路收费站，集卡车 5 分钟可由港区进入高速公路，实现 1 小时到重庆、

2.5 小时到成都、4 小时到贵阳，5 小时到昭通，形成了与四川省内城市和滇、

黔、渝地区重要城市的高效互联互通。铁路方面，已建成 3条铁路，通车里程 185

公里。进港铁路专线直达集装箱堆场，实现铁水联运无缝衔接。开通泸州至川滇

黔地区重要城市的铁水联运班列每周近 20 班，现已开工建设渝昆铁路、川南城

际铁路泸州段、隆黄铁路叙永至毕节段。航空方面，新建云龙机场按照飞行区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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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设，2018 年 7 月正式投入使用，开通更多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综上泸

州初步形成了铁、公、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在西部地区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3.政策便利方面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川南临港片区的发展，相继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泸州港作为

川南临港片区的重要组成，无疑可以从这些优惠政策中获益，提高泸州港的竞争优

势和对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吸引力。
2
 

（二）泸州港发展不利条件 

1.其他港口的竞争  

首先，重庆港给泸州港带来的竞争压力最大。重庆港是国家定位的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依托重庆市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及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其经济腹地覆盖

了整个长江上游地区。2017 年，重庆港的货物吞吐总量约为泸州港的 5.6倍，集装

箱吞吐量约为泸州港的 2.6 倍，占据压倒性优势。根据 B-V-S模型
3
，利用相关数据，

可以发现泸州港相对于重庆港其优势基本只集中于泸州市境内（下图阴影部分），除

此之外，其他区域重庆港具有优势。 

 

图 2.1 来自重庆港的竞争 

除重庆港外，四川省其他港口及来自云南的富水港同样与泸州港存在竞争。其

 
2 2018 年泸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港航物流扶持政策，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东/西/南向通道扶持政策、泸

州港保税物流中心扶持政策、泸州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扶持政策、原产地签证清单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 
3 B-V-S 模型是专门用于计算某一个地理位置与另外一个地理位置在某一方面竞争优势的理论。本报告中

引用的资料《泸州港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作者：范文强）利用与港口竞争力相关的数据（如：吞

吐量、已利用宜港岸线长度、所在城市生产总值等），则可以计算泸州港与其他竞争港口间的竞争优势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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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是来自宜宾港和乐山港的竞争，它们之间腹地存在重叠，运输职能分工模糊，

规划能力存在过剩。宜宾港与泸州港同处川滇黔交界，宜宾已有的内昆铁路直达贵

州省资源富集区域，同时宜宾港正在与重庆港开展合作，随着其港口基础设施的改

善，势必将与泸州港争夺来自滇黔的货源。乐山港位于成都平原内，天府新区将其

定位为未来的成都港，集疏运网络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将与泸州港争夺来自成都的

集装箱货源。（下图中，阴影叠加部分，为泸州港相对于宜宾和乐山具有竞争优势的

区域）。 

 

图 2.2 来自宜宾港和乐山港的竞争 

除了重庆港、宜宾港和乐山港的竞争，广元港、南充港、广安港、水富港也

带来不同程度的竞争，将泸州港相对于这些港口的优势区域（阴影）同时绘制，

可以看到泸州港真正相对于周边港口具有绝对优势的区域（阴影重叠较多的部分）

就非常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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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泸州港优势区域重叠 

2.三峡船闸的制约 

三峡船闸最初设计的年单线通船能力为 5000 万吨，但实际上，三峡船闸一

直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货船待闸成为常态，相关统计显示平均待闸时间可达 40

小时以上，尽管第二船闸的拟建已被相关部门列入计划，但是新建船闸面临技术、

生态、居民搬迁等众多方面的问题，至今未有确切方案。总之，不断增长的过坝

运输需求与有限的船闸通过能力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真正缓解。 

3.本地产业与港口货源耦合度有限  

白酒、机械、新能源和精细化工是泸州传统四大优势产业，这些产业都在一定

程度上为泸州港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本地产业支撑，但是这些产业分散于市区、古蔺、

泸县、合江等县市，而目前泸州港主要以煤炭、矿建材料等货源为主，所以以目

前情况看，泸州本地产业与泸州港货源耦合度有限。 

不过，随着新兴产业（如现代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的不

端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以及泸州各类多式联运线路的开发，本地产业与港口

货源耦合度较低的影响会得到冲减。 

三、泸州港进出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分析 

世界银行开展的营商环境调查，包含了十个方面，其中跨境贸易方面又涉及

到更具体的四个方面：进口边境合规、进口单证合规、出口边境合规、出口单证

合规，每个方面都从时间和费用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下文将就泸州港的口岸作

业耗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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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岸作业耗时分析的相关说明 

1.研究范围 

本报告所做口岸作业耗时分析针对的货物范围是外贸集装箱货物。因为相对

于大宗散货，集装箱货物在系统中有较为充足的时间节点数据来源，而且与其他

口岸进行比较时可以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口岸大宗散货的品类有很大差别，

对耗时影响较大）。 

本报告所做口岸作业耗时所适用的地域范围为泸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 

2.时间节点的界定 

本报告中进口/出口货物口岸作业中所涉时间节点如下表： 

表 3.1 口岸作业中时间节点的界定 

 进口货物口岸作业 出口货物口岸作业 

起始时间节点 
货船抵达码头泊位（以下简称“靠

泊”） 

拖车通过闸口进入码头港区（以下

简称“进门”） 

中间的时间节点 

货物卸船完成（以下简称“卸船完

成”） 

货物进入码头堆场（以下简称“入

场”） 

货物离开码头堆场（以下简称“出

场”） 

货物进入码头堆场（以下简称“入

场”） 

货物离开码头堆场准备装船（“出

场”） 

货物装船完成（以下简称“装船完

成”） 

终止时间节点 
拖车通过闸口离开码头港区（以下

简称“出门”） 

货船离开码头泊位（以下简称“离

闸”） 

3.考察时段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中耗时考察的时间段为 2017 年 1 月 1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进口

货物以货船抵达码头泊位计，出口货物以拖车通过闸口进入码头港区计。 

本报告中耗时考察所涉时间节点及其他字段的数据均来自于码头系统采集，

由四川临港物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二）进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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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泸州港进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 

注：计算单位为一个集装箱 

从进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来看，下半年的口岸作业耗时要少于上半年。2018

年上半年相比于 2017 年同期，靠泊-卸船完成、出场-出门的平均耗时一直有所

减少，海关通关时间同样也出现了明显的减少，但是入场-出场的平均耗时有所

增加，口岸作业整体平均耗时较 2017年同期有所增加。 

 

图 3.2 泸州港进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区间箱数分布 

从集装箱箱数在不同耗时区间的分布来看，进口方面，口岸作业耗时在 3天

之内的货物占比基本在 10%上下，在 5天之内的占比在 35%-50%之间。 

将泸州港进口货物口岸作业平均耗时（2017 年下半年）与南京龙潭港的统

计结论4进行比较： 

 
4 南京口岸的统计结论来自于其他报告，该报告以 2017 年 10 月份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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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泸州港与南京龙潭港作业（靠泊-出门）平均耗时比较 

注：计算单位为一个集装箱。 

就进口口岸作业耗时而言，泸州港与同为内河港口的南京龙潭港存在一定的

差距，但是差距并不明显。 

泸州港大部分外贸货物均由上海口岸进境，转内支线船舶运输至泸州，本报

告对 2018 年下半年 478 个外贸集装箱进行了跟踪，其在上海港停留时间、江上

运输耗时即泸州港口岸作业耗时如下： 

 

图 3.4 “上海-泸州”水水联运进口货物分段平均耗时 

注：计算单位为一个集装箱。 

以泸州为目的地的水水联运外贸货物在上海进境后，平均需要花费 1个月左

右的时间才能抵达泸州港。 

 

 

图 3.5 “上海-泸州”水水联运进口货物在上海滞留时间箱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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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上海-泸州”水水联运进口货物江上运输时间箱数分布 

从数据分析看，“上海-泸州”水水联运进口货物大部分需要在上海港滞留 1-

2周，而江上运输时间（包括可能在长江其他沿线口岸停留时间）大概需要花费

12-25天的时间。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总署在统计泸州口岸整体通关时间时，往往以货物抵达

进境口岸时间为起始点，而非抵达泸州港时间为起始点，造成泸州口岸整体通关

时间非常长，这并不是科学的方法，在统计泸州口岸整体通关时间时，应当将货

物在进境口岸停留的时间和进境口岸与指运地间运输时间去除。 

 

（三）出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分析 

 

图 3.7 泸州港出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 

注：计算单位为一个集装箱。 

从出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来看，下半年的口岸作业耗时要少于上半年。2018

年上半年相比于 2017 年同期，各个阶段的平均耗时都有所减少，海关通关时间

同样也出现了明显的减少，这些使得出口口岸作业整体平均耗时较 2017 年同期

减少了 0.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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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泸州港进口货物口岸作业耗时区间箱数分布 

从集装箱箱数在不同耗时区间的分布来看，出口方面，口岸作业耗时在 3天

之内的货物占比逐步增加，2018年上半年已经接近 20%，而在 5天之内的占比则

达到 60%左右。 

将泸州港出口货物口岸作业平均耗时（2017 年下半年）与南京龙潭港的统

计结论进行比较： 

 

图 3.9 泸州港与南京龙潭港作业（靠泊-出门）平均耗时比较 

注：计算单位为一个集装箱。 

就出口口岸作业耗时而言，泸州港与同为内河港口的南京龙潭港存在明显的

差距（以 2017 年下半年的结论看，相差 2.6 天），而两个港口中“入场-出场”

都占据最主要的部分（90%以上），因此两港差距的主要也在这一阶段当中。 

在入场-出场阶段中，海关通关耗时（海关接受申报-海关单证放行）平均只

耗费 2 小时左右，因此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发生在：运抵报告传输系统的缺失、

申报单证的准备和承运人转关手续的办理的加施。 

四、泸州港进出口货物口岸作业常规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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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岸作业常规费用分析的假设 

1.费用发生的时间段与概率 

口岸作业费用涉及非常多的收费项目，有些费用是经常发生的，有些费用则

是偶尔发生，而为了与其他口岸进行比较，也为了与历史记录进行比较，就要确

定口岸作业常规费用项目。本报告则假设：费用发生的概率为 20%以上（所有考

察费用均是不收进出口企业意愿控制，如企业自身需求产生，即使概率超过 20%，

仍不计入。），进口费用发生的时间段为“货船抵港”到“企业还空箱”，出口费

用发生的时间段为“订舱成功”—“货船离港”。 

2.被收费的对象 

在进行口岸作业费用调查时，要确定单一的收费对象，否则容易出现重复计

算的情况，例如：码头会对承运人收取装卸费，而这部分费用又会转嫁到承运人

对进出口企业或其代理收取的码头操作费上，如果不确定单一的收费对象，则很

容易将此两项费用同时计入。所以，本报告假设被收费的对象为进出口收发货人

及其代理（货代）。 

3.计费单位 

口岸作业相关费用的计费单位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费用是以票为计费单

位，有的费用是以集装箱为计费单位，而对于大宗散货则有可能以吨为计费单位。

为了便于考察，本报告假设计费单位为一票货物，且该票货物下仅包含一个 20

英尺的普通集装箱。 

4.其他 

货代的服务费用因服务项目范围、货物类别、账期等因素差异较大，因此暂

不列入；不同口岸、码头免费堆存期限不同，因此码头堆存报关费用暂不考察，

均假设货物在免费堆存期限内提离/装船。 

（二）进口口岸作业常规费用分析 

根据（一）进行的假设，本报告梳理出 12 项进口常规费用，除了对泸州口

岸的收费情况进行调查外，还对我国七个主要沿海口岸的常规费用进行了调查，

以收费主体分类从五个方面阐述： 

1.船公司/船代收费 

表 4.1 各口岸船公司/船代进口常规收费（单位：元） 

口岸 
码头操作费 船公司文件费 船公司换单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500 925 200 500 300 500 

深圳 565 1399 400 500 100 500 

宁波 500 1000 400 500 100 300 



14 
 

广州 565 990 400 550 100 600 

厦门 532 800 400 500 100 210 

上海 650 980 360 550 100 500 

天津 625 900 200 500 100 500 

泸州 650 900 450 500 100 400 

口岸 
设备交接单费 集装箱操作费 EDI传输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0 50 80 380 10 20 

深圳 30 50 无 无 无 无 

宁波 10 30 无 无 0 1 

广州 15 45 15 45 15 45 

厦门 0 35 无 无 0 2 

上海 25 50 无 无 100 100 

天津 15 40 0 25 100 100 

泸州 30 30 无 无 无 无 

从上述搜集的情况来看，在泸州港，船公司/船代进口常规收费在 1230元到

1830元之间，与沿海口岸比略偏高，主要体现在码头操作费和船公司文件费，这

主要是由于其可能涉及至少两个口岸（进境口岸和泸州港）的码头装卸作业和文

件手续。 

2.报关服务费与报检服务费 

表 4.2 各口岸进口报关服务费与报检服务费（单位：元） 

口岸 
报关服务费 报检服务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60 300 50 150 

深圳 100 400 100 200 

宁波 200 500 100 300 

广州 300 500 100 500 

厦门 150 300 50 150 

上海 150 500 100 300 

天津 80 500 30 200 

泸州 280 800 200 500 

从上表可以得知，泸州报关服务费与报检服务费相对较高。 

3.码头运营单位的收费 

表 4.3 各口岸码头运营单位进口常规收费（单位：元） 

口岸 港务费 保安费 
理货费 

最低 最高 

青岛 40 10 0 14 

深圳 40 10 0 6 

宁波 40 10 10 22 

广州 40 15 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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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9 4 20 25 

上海 40 10 40 90 

天津 40 10 0 30 

泸州 无 无 200 400 

从上表可以看到，泸州港在码头运营单位的收费方面不存在港务费、保安费，

但是其存在较为高昂的理货费。 

当然泸州港码头的免堆期，最短 7 天，最长可达 21 天，这是其他口岸没有

的优势，另外码头堆存费收费标准较其他口岸也较低。 

4.堆场进口常规收费 

表 4.4 各口岸堆场进口常规收费（单位：元） 

口岸 
堆场回空费 

最低 最高 

青岛 50 60 

深圳 无 无 

宁波 50 300 

广州 0 120 

厦门 60 115 

上海 70 70 

天津 60 150 

泸州 100 200 

5.海事局港建费 

沿海口岸为 64 元/箱，泸州没有此项费用。 

6.进口常规费用总体对比 

表 4.5 各口岸进口常规费用总体对比（单位：元） 

口岸 
总费用 

最低 最高 

青岛 1364 3013 

深圳 1409 3169 

宁波 1484 3067 

广州 1602 3545 

厦门 1389 2214 

上海 1709 3254 

天津 1324 3059 

泸州 2010 3730 

总体上来看，对于上述五类主体收费加总后得出的进口常规费用，泸州水运

口岸相较于沿海口岸都要高出不少，主要体现在船公司/船代收取的码头操作费

和船公司文件费以及报关行的报关服务费较高。 

（三）出口口岸作业常规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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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进行的假设，本报告梳理出 16 项出口常规费用，除了对泸州口

岸的收费情况进行调查外，还对我国七个主要沿海口岸的常规费用进行了调查，

以收费主体分类从五个方面阐述： 

1.船公司/船代收费 

表 4.6 各口岸船公司/船代出口常规收费（单位：元） 

口岸 
码头操作费 船公司文件费 铅封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625 925 150 500 10 100 

深圳 565 1320 300 650 30 50 

宁波 565 990 300 500 15 80 

广州 565 990 400 550 10 60 

厦门 532 800 400 500 10 60 

上海 541 771 400 500 10 90 

天津 600 900 400 500 10 100 

泸州 650 900 450 500 20 60 

口岸 

AMS/ENS/AFR 等舱

单传输费 
船代订舱费 VGM操作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166 238 0 200 20 50 

深圳 166 400 无 无 0 175 

宁波 166 274 20 338 0 50 

广州 166 400 无 无 0 50 

厦门 166 250 80 100 0 150 

上海 166 250 168 388 10 150 

天津 166 250 0 250 0 20 

泸州 166 210 100 300 0 50 

口岸 
设备交接单费 集装箱操作费 EDI传输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0 100 80 380 10 30 

深圳 30 85 0 30 0 45 

宁波 10 100 无 无 10 130 

广州 40 50 无 无 0 45 

厦门 0 35 无 无 2 2 

上海 0 100 无 无 无 无 

天津 20 40 25 25 100 100 

泸州 30 30 无 无 无 无 

泸州口岸船公司/船代出口常规收费合计在 1416 元到 2050 元之间，与主要

的沿海口岸比差异不大，但与进口一样，其中码头操作费相对较高。 

2.报关服务费 

表 4.7 各口岸出口报关服务费（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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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 
报关服务费 

最低 最高 

青岛 60 270 

深圳 100 500 

宁波 80 200 

广州 100 350 

厦门 80 200 

上海 65 250 

天津 80 300 

泸州 200 500 

与进口一样，泸州出口报关服务费与沿海口岸比较高一些。 

3.码头运营单位的收费 

表 4.8 各口岸码头运营单位出口常规收费（单位：元） 

口岸 港务费 保安费 

青岛 20 10 

深圳 20 10 

宁波 20 10 

广州 20 10 

厦门 4.5 4 

上海 20 10 

天津 20 10 

泸州 无 无 

泸州港出口同样不收取港务费和保安费。 

4.堆场出口常规收费 

表 4.9 各口岸堆场出口常规收费（单位：元） 

口岸 
提箱作业费 运抵集港费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青岛 180 200 无 无 

深圳 无 无 无 无 

宁波 60 300 0 100 

广州 无 无 无 无 

厦门 60 115 无 无 

上海 50 100 0 10 

天津 70 150 0 230 

泸州 100 200 无 无 

泸州只存在提箱作业费，且费用与沿海口岸相比不高。 

5.海事局港建费 

七个沿海口岸均为 32元/箱，泸州没有此项费用。 

6.出口常规费用总体对比 

表 4.10 各口岸出口常规费用总体对比（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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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 
总费用 

最低 最高 

青岛 1363 3055 

深圳 1233 3317 

宁波 1288 3124 

广州 1331 2557 

厦门 1370.5 2252.5 

上海 1472 2671 

天津 1533 2927 

泸州 1720 2750 

总体上来看，出口与沿海口岸相比较的结果与进口的结论基本一致：相较于

多数沿海口岸，泸州口岸出口常规费用略偏高。比较明显的是船公司/船代收取

的码头操作费（涉及两个口岸的装卸）、报关服务费用。 

进口与出口综合来看，泸州口岸相较于沿海口岸收费略偏高，这其中主要是

水水联运本身特征的成本增加（例如涉及进出境码头装卸导致更高的码头操作

费）。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泸州政府对于经由泸州港的外贸货物有着各类补贴，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冲抵部分口岸作业费用。例如对于海关检验检疫无问题的货物，

不仅免除查验作业费用，还免除相关的熏蒸处理费用，这在其他各水运口岸尚无

此类补贴政策。 

 

五、结论总结、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建议 

（一）结论总结 

通过对泸州进出口企业、货代、船公司、港口等企业的走访，大多数企业对

于泸州水运口岸营商环境表示满意，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各种针对外贸货物的补

贴（例如检验检疫查验与处理作业费用的减免），而泸州水运口岸的信息化水平

相较于大多数内河口岸，甚至较部分沿海口岸更好，通过“长江眼”平台已经实

现了码头自动预约查验吊柜、码头免预约提箱/集港。 

但是，通过二、三、四中针对泸州港发展条件、口岸作业时效与费用的分析

论述，泸州水运口岸依然一些问题，包括下主要概括性结论： 

1）泸州港的发展在宏观上具有一些有利条件，但是周边其他竞争港口同样

具有类似的有利条件，这就使得这些竞争港口（尤其是宜宾、乐山）在发展思路

上会与泸州趋同，导致进一步的同质化竞争； 

2）泸州港真正拥有绝对优势的腹地其实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与周边其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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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重叠的腹地区域，因此如何协调与这些竞争港口的关系，在竞争之中寻求合作

是泸州港发展思路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命题； 

3）泸州港口岸作业时效与国内先进的内河港口尚有差距，但差距产生的原

因并不单单在于某一主体，而在于各个主体间缺乏及时协作，尤其是申报前阶段； 

4）泸州港口岸作业费用总体水平高于沿海口岸，所以进出口企业对于“海

铁联运”与“水水联运”间的选择，就要衡量水水联运多出来的口岸作业成本和

海铁联运相对更高的运价。 

（二）存在的具体问题与建议 

经与泸州口岸货代企业、船代企业、进出口企业等进行座谈以及后续电话、

微信访谈，总结出以下泸州港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建议： 

1.提前申报适用受到约束 

进口转关来的货物，企业多不愿意使用“江上申报、抵港验放”模式，其主

要原因是：1）泸州报关企业作业模式固化，在对时效没有普遍要求的情况下大

多不愿意改变原有模式；2）海关允许报关企业在进口转关货物抵港前 72小时内

进行申报，但是承运人给出的预计抵港时间经常是不准确的，导致报关企业不便

把握相应的时间来进行提前申报。 

建议：向企业进一步推广提前申报模式的同时，主管海关可以进一步研究放

宽提前申报的时间限制，同时鼓励承运人尽可能给出更接近实际情况的预计抵港

时间。 

2.通关一体化普及有限 

目前企业多数情况下仍然愿意使用原有的转关至泸州再进行正式申报的模

式，其主要原因是：1）如果使用通关一体化模式申报在进境口岸验放，在进境

口岸放行后则转变为内贸货物，需要从进境口岸的外贸场站转移至内贸场站，会

产生额外的运输费用；2）传统中转模式下承运人运费优惠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固

化；3）如果货物被布控查验却又因各类原因在进境口岸无法查验，需要转运分

流至泸州查验，其手续十分复杂，耗时较长。 

建议：针对进境口岸外贸和内贸场站间的倒转费用，可以研究在一定程度内

由泸州地方政府提供补贴；加强与进境口岸海关的沟通，并就指运地查验转运分

流具体手续予以明确。 

3.通关无纸化“减法工作”不到位 

向海关申报时须上传合同扫描件，此项工作十分繁重，但合同在系统审单时

一般情况下并不涉及。 

建议：对于合同，可以免于在申报时上传，但同时要求要求企业留存以备后

期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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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关总署税收征管改革红利在泸州未得到充分释放 

泸州水运口岸汇总征税、自报自缴、税单自行打印等新政策、新措施推广不

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泸州水运口岸通关时效水平和便利。 

建议：加大关税征管改革力度，扩大汇总征税比例，推进关税保险担保制度

落实，向企业推广自报自缴、税单自行打印等新操作模式。 

5.检验检疫查验时企业人员必须到场 

高粱、豌豆等粮食商品大宗货物在进行检验检疫查验时，申报企业人员必须

到场，然而目前查验都有监控，企业人员实际上没有必要必须到场，占用了大量

工作时间。 

建议：是否可以由企业委托港方或其下属公司在查验掏箱时进行见证。 

6.泸州港码头收费增加 

泸州港取消了原来装卸费 10%的优惠，从而导致承运人卸船作业费用增加，

进而传递到进出口企业，使进出口企业口岸作业费用增加。 

建议：监测船公司/船代码头操作费变化，在该优惠取消后船公司/船代收取

码头操作费的增加幅度最多与泸州港装卸费的变化保持基本一致的水平。 

7.报检信息分流 

关检合并后，原先发到动植检科室的信息现在发送到监检科，而监检科对于

此类信息的审核没有原来科室专业性强，导致审单时间增加。 

建议：加强原动植检科室与监检科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建立协同审单机制，

将具有较高专业性的信息通过监检科筛选传达给动植检科室，利用其更高的专业

性减少审单时间。 

8.泸州港仍然存在较多有纸作业 

主要体现在理货报告、运抵报告、费用结算仍未实现线上作业。例如：泸州

港在出口货物抵达港区后不能将运抵信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发送给海关，而是通

过形成运抵信息的文档，发送给海关关员，然后由关员在舱单中维护运抵状态，

大大影响放行效率。 

建议：暂时通过外接运抵信息发送插件，实现运抵信息直接发送给海关，长

期需要对码头运营单位的系统进行升级或进一步开发“长江眼”平台功能以支持

码头与海关系统更多的数据交换。 

9.信息平台重复建设 

泸州口岸与港口物流和通关有关的信息平台过多，平台之间功能存在重叠，

急需整合。 

建议：逐步停止使用铁水联盟、全域通等信息平台，升级港口内部作业系统，

全力建设技术更为先进、整合度更高、更贴合泸州口岸实际需求的“长江眼”平

台，实现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外贸综合服务、物流要素交易等功能在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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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集成。 

10.其他建议： 

1）对于海关查验的方式，可以在“无需收发货人或其代理参加具体查验作

业”这一设想下进行更多的探讨，进而制定相应的制度，简化海关查验手续； 

2）进口货物卸船理货时的分类堆放：在“提前申报”的前提下，可以依据

海关提前审单的结论，将未抽中查验和需要进行查验的货物分类堆放； 

3）“预提箱计划”机制：依然是在“提前申报”的前提下，对于抵港前海关

已经放行的货物，码头可以允许收货人或其代理办理“预提箱计划”，码头则可

以根据预提箱计划更加合理地堆放集装箱（预提时间较早的货物放在上面，预提

较晚的货物放在下面），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提箱时需要“翻找”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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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泸州港进口货物口岸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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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泸州港出口货物口岸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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