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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智慧港口”发展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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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港口”是实现新时代港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一个大型、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天津港自 2017

至 2019年，历经为期 3年的“补短板”建设，在基础设施智慧化，港航数据融合化，运营管理智能化、贸易物流便利化、创

新共享生态化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天津港将通过在哪些方面建设，全方位打造天津港特色的“智慧港口”是本文需要

探索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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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港口是综合交通运输的枢纽，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资源和重要支撑，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业态和服务的推动下，尤其是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结构、智能控制及管理等新兴技术

的发展，智慧港口建设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引擎，港口成为 5G

通讯技术、物联网及 AI技术、AR/VR乃至区块链技术的领先

应用场景，智能化技术、生产优化服务将深刻地影响港口的

投资建设和运营发展。

天津港在此番巨变中以技术创新和集成应用为突破口，

以业务管理创新、生产服务优化为主攻方向，其中，“智慧

港口”建设是天津港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智慧、枢纽港口的重要举措。以其集

聚、融合、穿透的快速发展趋势，逐渐深入到港口相关应用

场景中，助推港口转型升级和企业提质增效，加快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和无人化的转变，全面进入“互联

网+”、“智能+”并发的时代。

2 现存问题

2017至 2019年，天津港历经为期 3年的“补短板”建

设，通过统一核心生产系统、建设集团级云数据中心、打造

数据资源融合平台、进行传统集装箱码头自动化升级、探索

新型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整合天津港物流电子商务平台等一

系列业务管理的创新应用，聚核心力量努力推进基础设施智

慧化，推动港航数据融合化，并围绕“运营管理智能化、贸

易物流便利化、创新共享生态化”三个核心目标精准发力，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科技创新、集成应用、智慧化管理及

智能化关键技术等港口科技核心领域深层次的发展和水平，

距世界一流港口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基础设施方面，缺乏新技术（数字孪生、5G、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设施示范区域，以全景模式

孪生应用场景；

（2）数据资源融合方面，港航大数据规范化、集成化

程度不足，港口及航运全产业链数据需进一步联通；

（3）生产运营方面，运营管理智能化需要从“局部智

能”走向“全面智能”，集团级集约化综合管控能力有待加

强；

（4）智慧服务方面，信息孤岛现象突出，缺乏统一的

对外业务服务标准，亟需优化生产服务。

3 发展建议

根据天津港集团“拓集、优散、强物流、重协同”的战

略方针，智慧港口建设重点以此方针基础，从基础设施智慧

化、生产运营智能化、贸易物流便利化、综合管理平台化，

“四化”目标同时发力，全方位打造天津港特色的“智慧港

口”。

3.1强基础设施智慧化

实现港区设备、设施、应用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速云设

施升级、加强云安全保障、强化云运维能力。一是进一步加

强信息化安全体系保障，同步提升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应

用安全。二是进一步加强 5G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物

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设施设备全面感知。三是提高天津港云

计算中心运维管理水平，在稳定硬件运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升云计算中心软件运维服务能力。四是基于云计算平台，建

设大型港口数字中台，提升数字港口中台数据服务、中台运

算服务，打造组件化系统集成服务模式，推进港口大数据有

效融合和有效利用，建设天津港数字化系统生态，实现港口

业务高度协同、资源深度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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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加快生产运营智能化

顺应港口集成化、敏捷化、智慧化发展新趋势，提高天

津港生产装卸能力。一是推进 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建设，

打造天津港新一代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2.0方案。二是提升现

有集装箱码头每米岸线通过能力以及桥吊综合作业效能，推

动传统集装箱码头智慧化转型，进一步扩大岸桥、场桥、集

卡等关键设备自动化运作比例。三是应用数字快照、数字孪

生等前沿技术，实现集装箱码头装卸作业的预见性推演。四

是积极开展相关软件系统的智能化自主研发工作，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以科技带动企业发展。五是优化干散货码头运营管

理及服务质量，加快堆取料机、装船机、卸船机等设备的远

程操控系统研发与改造。六是推进干散货码头生产营运系统

智能化升级，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散杂货综合服务

水平，运用大宗散货绿色智慧集疏运体系，打造世界一流港

口运管水平。

3.3提升贸易物流便利化

聚焦对外服务，持续提升港口营商环境。一是进一步研

发进口集装箱电子提货单系统，积极参与基于区块链等前沿

技术的海运提单电子化探索研发。二是全面推动港口各类业

务线上办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打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一

体化新型港口服务模式。三是积极拓展天津港腹地，依托无

水港广泛布局构建发达的腹地运输网络，提升无水港地区物

流及贸易便利化服务水平。四是积极推进天津港与海关、海

事等政府监管部门的业务协同、数据融合、流程再造、全过

程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优质服务。

3.4推动综合管理平台化

依托各类集团级一体化管控平台，推进内部资源协同，

不断加强对企业经营全要素的集约化管控。一是创新装卸生

产设备一体化管理模式，建设覆盖全港的生产设备管理系

统，提升设备综合管控能力。二是设计并开发覆盖全港的能

源综合管控系统，进一步实现全港能源精益化管理。三是建

设行业领先的企业综合管控系统，实现对人事、财务、资产、

项目、决策等企业运营全要素的一体化管理，加强企业运营

监管与风险防控。四是以集团数据中心为基础，统一整合各

方数据，积累、建设天津港智能管控中心，利用 AR、数字孪

生等前沿技术,逐步形成天津港智慧大脑，推动企业向更高水

平和更深层次迈进。

4 结束语

“智慧港口”建设是一个大型、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

应该围绕“智能、高效、安全、绿色”为核心发展价值理念，

通过基础设施、设备的提升改善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谋求港

口效率的持续提升，最终将天津港打造成为稳定高效、可持

续发展的世界一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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