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2月12日。中国北方港口城市青岛市
寒风呼啸，青岛港1号码头5泊位大豆灌包现场滴
水成冰。天刚蒙蒙亮，不到6点，青岛港集团董
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带领机关干部来到码头
上，与码头工人们一起干活。

这是青岛港坚持了23年的干部“冬练三九”
劳动调研的第一天。常德传一边干活，一边与工
人们聊天，码头上热气腾腾。但他的眉间却透着
淡淡的忧虑。抬眼望去，码头上到处都堆满了货
物，港口里船舶也停得满满的。作为世界第七大
港，青岛港新的天地在哪里？明天往哪里走？

常德传的脑海里，翻腾着青岛港由支线小港
崛起为世界大港的奋斗史。

勇 立 潮 头

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世界
港航业受到重创。2008年10月，全国港口吞吐量
锐减，铝矾土下降60%，钢铁下降51 . 3%，化肥
下降97 . 7%，全国不少码头晒起了太阳,没有船,没
有货。青岛港码头上的船少了,装卸货物少了，铁
矿石大量压港，从市场繁荣时的每天十几艘船等
待进港装卸，下滑到一天只有一、两艘船停靠。

中国政府发出了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的号召,出台了扩大内需等一揽子计划。青岛
港内部举办了一系列的“坚定信心、战胜危机、
科学发展”的学习班，明确了坚持“科学发展不
动摇，增长指标不动摇，造福职工不动摇”的发
展思路。

我国中小钢厂急需矿石。青岛港积极地在中
小钢厂和贸易商之间牵线搭桥，帮助中小钢厂解
决了原料来源；投入数千万元巨资大面积拆除办
公楼、候工楼、职工食堂、浴室等生活、办公设
施，新增堆场25万平方米。不惜每吨煤多花12元
在港外帮助煤炭企业进行免费堆存，并专门组织
装卸力量赴港外进行接卸。

面对进口油在港口长期积压、贸易商在港存
油周期长，青岛港多方联系，帮助贸易商寻找买
家，跑炼厂，协调运输车队，协调船运公司，盘
活了船运市场，让船公司有活可干，同时也加大
了货主的中转量，又开通了铁路油品疏运线，进
一步减轻了油品疏运压力，大大降低了周边炼厂
的运输成本，保证了青岛周边内陆腹地石化企业
的持续发展。

抱团发展使青岛港化“危”为“机”。到
2009年年底，青岛港全年吞吐量达到3 . 15亿吨，
集装箱1020万标准箱；外贸吞吐量继续保持全国
沿海港口第二位；矿石吞吐量同比增长9%，外贸
矿同比增长16%，矿石中转量突破2000万吨，继
续雄踞世界最大矿石中转基地；原油吞吐量稳居
全国沿海港口第一位。

手捧年终财务报表，常德传脸上乐开了花：
青岛港提前17年还清了所有外债，今后，港口可
以零负债经营了！

自1995年起，青岛港成为全国交通行业唯一
的示范“窗口”，交通部号召全国交通行业“单
位学青岛港”，青岛港一直作为港口标兵走在中
国港口前列。金融危机面前，青岛港逆势增长，
勇立潮头，再次成为全国标杆。

寻 找 航 向

2010年元旦，青岛港码头大船频靠，工人们
干得欢腾，到处欣欣向荣。

常德传一大早就到各个码头上慰问工人。他
从老港走到新港，从矿石码头走到油码头，从散
货码头走到集装箱码头，心越来越沉重：码头严

重超负荷运转啊！老港、新港到处都堆积着矿
石，连前湾的集装箱码头都有一个泊位装卸矿
石。港口没有发展空间了！青岛港的明天在哪
里？

晚上，回到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份汇报材
料：《青岛港当前的困难》：

通过能力严重不足：用1 . 5亿吨的码头总设
计吞吐能力，实际干着3 . 1 5亿吨的货物总吞吐
量，各个码头全面紧张；

在集装箱方面：用3 5 0万标准箱的集装箱码
头能力，实际干着1025万标准箱的吞吐量；

在矿石方面：码头本身的年能力只有2700万
吨，但实际接卸矿石2009年却达到8870万吨，其
中，外贸进口矿石接卸量达7439万吨，码头严重
超负荷运转；

在原油方面：原油码头的年设计通过能力为
3500万吨，到2009年完成5800万吨。

港口目前的煤炭、铝矾土等散货进口量激
增，但青岛港却缺乏专用泊位，大船无地停靠。

青岛港虽然仍占据着矿石世界第一、原油国
内第一的宝座，但周边几个港口发展飞速，个个
虎视眈眈。青岛港只有1 0 . 5平方公里的港区面
积，而其它港口有50—100平方公里。青岛港用
占全国1 . 3%的岸线资源，完成的吞吐量却占全国
的6 . 9% ;青岛港吞吐量居全国第五，但岸线利用
和生产效率却是全国领先。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从2 0 0 8年开始，
青岛港就多次正式给政府部门上报，申请新的
港口岸线。

看着这份附着报表、用数据说话的报告，常
德传眉头紧锁。怎么办？难道就这样躺倒不干？
没有码头不是港口的责任，不是他常德传的责
任，他总不能去“抢块地皮”建码头。

但是，不再发展行么？守着现有的摊子过日
子，工人们的饭能吃饱么？

常德传揉揉眼睛，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转
圈踱步：“内部码头没有发展的空间，外部港口
竞争风起云涌。如果裹步不前，青岛港这一世界
第七大港，中国外贸第二大港将被逐步淘汰，将
对众多钢厂、炼油厂、制造企业等带来无可估量
的损失。”

“决不能退缩！决不能让青岛港在我的手里
停滞不前，那我将是青岛港历史上的罪人！困难
面前弯腰，不是我常德传的性格！必须为港口寻
找新的出路！”

常德传下定了决心。
推开窗户，窗外繁星灿烂，海风吹来，清

冷、清醒。
元旦刚过，青岛港集团召开了连续三天的港

口发展前途研讨会，对照中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内涵
的要求，从中寻找青岛港的航向。

常德传把严峻的形势摆在干部们面前：“青
岛港原有的码头优势别人都有了，先进的管理经
验别人也都学会了，现在青岛港是世界第七大
港，我们要想长盛不衰，必须转型升级，建设世
界强港。”

大家畅所欲言，坦陈面临的激烈竞争，讨论
战胜困难的办法，得出的一致结论是：青岛港必
须转型升级，从国际大港向国际强港迈进，才能
破解目前困境，永立世界潮头。

紧接着，青岛港召开了全港干部大会。常德
传在会上向全港发出号召：

“以建设第四代港口为目标，集中全局之
力，抢揽市场货源，不断提升港口物流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当好全国港口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距离青岛港1 4 0公里外的董家口港区，是青
岛港未来的生命。常德传勾画说：“我们转变方
式，调整结构，就是要把老港区的矿石、煤炭、

化肥等杂货逐步转移到董家口。未来的青岛港将
成为四大港区：老港、油港、前湾新港、董家口！”

围绕以上目标，青岛港掀起了新一轮改革浪
潮，以彻底消除无责任、无效益的岗位为目标，
以建好用好长效机制为关键，深化内部改革，坚
持全员动态积分考核、用好员工考绩档案。

常德传向全港职工提出明确要求：“一岗多
职、一专多能，人人争活干、抢活干，快干活、
干好活！”

强 强 联 合

青岛港“强强联合”战略强势推进。
2009年12月18日，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盛世

堂灯火辉煌。青岛港和招商局集团、迪拜环球港
务集团、中远集团、马士基集团、泛亚集团“三

国六方”，举行盛大的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
有限责任公司( QQCTU) 合资合同签约仪式，六
方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前湾的9个集装箱泊
位，总长3163米海岸线。这是2009年中国最大的
港口合资项目。

这一刻，青岛前湾港南北岸和谐统一。参与
合作的六方，均是国际上同行业中的巨头。

常德传在签约仪式上笑开了花，握着几位领
导的手久久不放。那是一种自内而外绽开的笑
容。

整合到一起的3408米码头岸线，建设起笔直
的世界上最长的顺岸码头。青岛港干部张江南走
马上任，担任合资公司的总经理。他的任务是，
从零起步，一年赢利。

虽然合资公司3 8 0多人中，招商码头公司有
270多人，占了多数，而且从资金上，招商局的
股份占50%，是第一大股，其余五家占50%，其
中，青岛港只占有12 . 4%的股份，但招商局集团
董事长傅育宁一锤定音：“一家人，一家亲，按
青岛港的管理模式，大胆进行管理。”

张江南按照青岛港的管理模式开始培训员
工，合资公司员工的待遇与青岛港职工完全相
同，桥吊司机一个月工资最少6000元。职工的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

常德传任命QQCT的任民强担任青岛港集装
箱发展领导小组的组长，全港统一开发市场，统
一安排船舶靠泊，全部人马统一冲锋陷阵，攥成
一个拳头。合资公司的9个泊位，被纳入进来统
一使用，既缓解了原码头能力不足的问题，又给
新公司的码头带来了船舶。2010年1月21日，新
合资公司刚刚“满月”，一个月就接卸集装箱船
舶3 6条，其中2 0 0米以上船舶1 1条，完成箱量

22487标准箱，并接卸散货船三条，完成吞吐量
29万吨。

QQC TU 召开了成立以来的首次员工大
会。在亲情融融的氛围中，常德传与职工面对
面交流：

“合资合作的道路确实来之不易，干企业和
居家过日子一样，大家心齐，这个家就过得红
火。人一生的时间很短暂，怎么过才有意义？人
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不能窝窝囊囊地过，要
风风光光地活。这样，到哪里，咱腰板都挺得
直，谁都尊敬，谁都敬佩。”

常德传的话，句句叩击着QQCTU职工的
心房。

成立5个月，QQCTU吞吐量完成集装箱36万
标准箱、散杂货233万吨，收入达到1 . 5亿元，盈
利2800万元。

强强联合的良好业绩，使青岛港和招商局双

方欢欣鼓舞，再次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2010年6月5日，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

责任公司合资合同签约仪式举行。从集装箱到散
杂货合资，这是青岛港与招商局集团第二次握
手。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秦晓博士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对青岛港所代表的北方港口发展模式
给予了肯定：“港口的合作，港口资源整合是种
趋势，是一条发展道路。”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2010年10月来到青
岛港，看到红红火火的码头现场，他连连赞叹：
“好事多磨，好事多磨！”

到2010年年底，QQCTU当年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达到110万标准箱，共获得收入4 . 5亿元，其
中，利润为3500万元，企业上缴青岛市税收1500
万元。招商局作为第一大股东，获得了50%的收
益。

码头几方拧成了一股绳，前湾港区所有集装
箱码头统一协调发展。整个岸线达到1万米，26
个码头集中在一起，世界少有。码头形成一个拳
头，中间的隔离带也被拆除打通了，泊位统一调
度，运输车也不用再绕行，而是顺畅地跑得欢。

看着一片新景象，任民强感慨地说，怪不得
《港口法》规定“一市一港”，港口参与竞争是
以一个城市为载体的，形成合力就是拳头。

后方稳定了，任民强开始一心一意跑市场，
谋发展。他按照常德传的要求，把目标瞄准了海
对岸的韩国釜山港。

任民强要求下属对照釜山港指标，一个月进
行一次对标分析。他发现，与釜山港相比，青岛
港的内地货物数量没有多大差别，青岛港比釜山
港少的箱量，主要在中转量上。2009年，青岛港
当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准箱，但中转比
例只有6%。釜山港的中转比例却高达45%。

釜山和青岛同处于国际航线的两个对应点，
轮船去釜山和来青岛，在海上的运输距离差不
多，双方成为永久的竞争对手。

智利南美船公司一直进口日本货。由于日本
没有直达南美的航线，过去，一直在釜山港进行
中转。

2月份，任民强找到了船公司，承诺船到港
直靠，及时卸货，在二程船对接上，与船公司的
要求一小时也不差。想尽一切办法为船公司服
务，希望对方能在青岛港中转。

听了任民强的介绍，对方将信将疑，搪塞
道：“我们不熟悉到日本的船公司，你先帮我找
船吧。”

一句玩笑话，在任民强眼中把他当作了一次
机遇。南下上海、香港，任民强和他的手下当起
了媒人。

就在任民强全力寻找船公司的同时，对方又
不断打来电话提出新的条件，“我们的货柜是冷
冻柜，必须要用放置冷冻柜的船舶。”“船公司
有没有能力？”“一次能中转多少？”对方不断
抛出一个接一个的条件。

4个月后，任民强找到了4家从青岛到日本的
船公司，准备好舱位，谈好了价钱。

当他把船公司名单放在了对方面前，供对方
选择时，看着这张单子，对方感到不可思议：
“码头帮着找船公司？还找了4个供选择？”

任民强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这就是我们
青岛港的服务，在青岛港，你们就是我们的上
帝。”

7月1 4日，第一条中转船来了！南美公司

“智利洛塔”轮载着5 6个中转集装箱驶进青岛
港，从此成为青岛港的固定客户。

年底，任民强前去拜访，南美公司的负责人
热切地对他说：“别的航线咱们也研究研究，推
广推广这一模式。能不能增加一条中南美到青岛
的航线？还可增加航线密度，增加中转量，我们
想把青岛打造成公司在中国北方的中转基地。”

任民强心中乐开了花。
码头到底该走“分割成多家发展”的“地主

港”模式还是走“资源整合为一体”的整体发展
模式？青岛港前湾港“强强联合”结出的硕果，
令参与的世界巨头们在思考。

青岛港前湾合作方之一、迪拜环球港务集团
是世界上第三大码头集团公司，做码头做了100
多年，在全球拥有43家码头，拥有世界级网络。
澳大利亚籍华人纪涛是迪拜集团派驻青岛港的负
责人。2000年，青岛港与迪拜合作之初，纪涛就
来到了青岛港，现在担任QQCT财务总监。从当
初借贷融资，到现在招商引资，强强联合、共赢
发展，纪涛见证了前湾码头由分割走向统一、壮
大，谈起来如数家珍：

在效率上：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操作水平
世界一流，船舶接卸效率、泊位效率在马士基对
全球港口进行的评比中都是第一。

在企业管理上，前湾集装箱码头执行力很
强，团队管理和安全管理能力很强，公司安全效
果在整个迪拜集团名列前茅，QQCT六年没有工
亡事故。别忘了，码头是高风险的行业，一家
3000人的企业，码头上车和机械都在动，互相被
撞的危险大。

在效益上：迪拜占有前湾港29%的股份，仅
次于青岛港的31%。迪拜环球每年在青岛港的投
资回报率都超过了2 0 %，合资初期，集团投入
的股本金不到8 0 0 0万美元，经过6年的发展，
仅获得的利润已经超过了数亿美元。青岛港箱量
占迪拜集团大中华区箱量的50%，在总部地位举
足轻重。

谈起这些变化，纪涛有点无奈地说：“感觉
如今青岛港不差钱，过去中国向国外要资金，要
管理，要市场，如今好象都不需要了。”

作为世界上从事码头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
纪涛对港口发展模式有深刻的分析：“‘万国码
头’的基础是市场竞争，但在中国不合适。由于
中国的市场规则不健全，全国沿海城市之间的众
多港口竞争激烈，在一个港口上实行‘万国码
头’，容易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打价格战。以前
我在另一家港口，港口下属的几家兄弟公司就打
得很厉害，造成港口亏损。前湾港合资前各公司
互相以邻为壑，互挖墙脚，船公司不满意。整合
为一体后，强强联合，青岛口岸市场秩序规范
了。

坐 着 “ 经 营 ”

谁率先掌握了信息和科技，谁就抢占了先
机。

多年来，青岛港在科技创新举措下涌现出的
机械化、流程化、信息化设备以及工具革新成果
得到了广泛应用，“鼠标革了铁锹的命”。但随
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
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电话传真的联络方式，
根本无法满足如今青岛港每天上百艘船舶、100
多万吨货物、33000多集装箱进出港的生产管理
需要，必须依靠信息化提升港口的现代化生产管
理水平。

常德传找集团副总裁田广文商量，对他说：
“青岛港要科学发展、转型升级，早日成为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化建设必不可缺。我们就
是要依靠信息化港口的建设，大力提升港口现代
化的水平。”

两个人又一次不谋而合。
任务落到信息中心主任李乃宾身上。常德传

提出要求：“要通过信息化，固化企业基业长青
的因子。”

今年59岁的李乃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
触港口信息化在集装箱生产中的应用，是港口的
第一代集装箱人，经历了青岛港从白手起家，到
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港的变化。他带领的团
队，目前拥有2个博士，30多位硕士，平均年龄
35岁，是一支充满朝气的队伍。

围绕船箱货的实时监控，李乃宾带领团队建
立了青岛港物流信息网，把海关、国检、海事等
口岸单位加入到网络中，客户坐在办公室内就随
时能看到自己的货物情况，开辟了为社会服务的
窗口，很快拥有了10万用户，每天点击量达到上
百万次。

2010年12月16日，伴随着远程集中监控系统
的全面建立，在青岛港供电公司的“工作辞典”
上，“值守人员”一词逐渐地消失了，翻开了
“无人值守”的崭新一页，实现了青岛港供电史
上的一次根本革命。

过去，由于未实现远程监控，变电所内设备
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控与值守，全部依靠人力，工
作量较大；由于未实现最大范围的数据同步采
集，一些变电所内，数据仍需人工抄表计算、电
话报数，用电量大时需每小时抄报，统计数据量
较大，而且容易出错。

说起以前的“落后”，常德传说：“由于变
电所数量多且分布广，过去的值班电工冬天骑着
自行车来回巡视一趟，身上全冻透了。”

常德传这样形象而骄傲地讲述科技创新带来
的变化：“如今都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无影手。”

如今，在调度中心可以看到7个变电所1 9个
房间内的设备。原有的168名供电运行人员，减
少为83人。

作为信息化建设总负责人，田广文副总裁把
信息化建设定位为：“为一线服务，应用在生产
上，提高装卸生产效率。” （下转第7版）

昂首向世界强港迈进
——— 青岛港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强港纪实

□ 林红梅

繁忙的青岛港集装箱作业现场。

炎炎夏日，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为一线员工送“清凉”。

编者按：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中，明确了青岛港在优化全

省港口结构中的龙头地位，并赋予青岛港“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大港和东
北亚国际航运枢纽港”的重要使命，这为青岛港“十二五”发展提供了重大的
历史发展机遇，也对青岛港的综合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更好
地服务山东蓝色经济发展，青岛港全面吹响建设世界“强港”的响亮号角。通
过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青岛港向世界强港进发的坚实脚步。

2011年3月9日 星期三

电话：（0531）85196701 Email:dzad@dzwww.com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