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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趋势在日益加剧，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等活动日益繁
荣。
我国加入WTO以来，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日益攀升，物流活动作为企业利润的新的增长点日益
受到广泛重视。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物流理论和运作技能的人才是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是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贯
彻这一思想的关键是建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变知识本位为能力本位，即由知识
传授型向能力培养型转变。
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不是学了什么，而是会干什么；对于老师来说，重要的不是教了什么，而是教
会了什么。
为此，基础理论够用，强化实践环节，突出围绕职业岗位和工作项目的职业技能的培养是课程改革和
教材建设工作的当务之急。
　　本套教材是为了适应应用型本科及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规律和特征的要求，按照物流职业资格考
试大纲而组织编写的。
　　该套教材的特点是：　　第一，面向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高专教育的实际情况，其内容按需而设，
讲究实效。
　　第二，理论问题既注重系统性，更讲究实用性和针对性。
　　第三，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既方便教学又方便学生自学。
　　第四，以应用为目标，每章后设有多道练习题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吸收。
　　本套教材的作者大部分都有多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著述
和研究成果，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套教材适用于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专院校物流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职业资
格培训教材，还可以作为从事物流工作人员自学的参考用书。
　　由于本套教材涉及面广，加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专家们
批评指正，我们将继续努力，跟踪教材的使用效果，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教材的
质量水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装箱物流运输>>

内容概要

集装箱物流运输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运输方式。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集装箱运输仅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但世界运输集装箱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
势。
由于其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各国都把集装箱运输的普及和发展作为运输现代化进程的标志
，集装箱运输方式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最优运输方式之一。
随着集装箱运输系统的建立、运行及各相关法规的完善，集装箱运输打破了长期以来各运输方式独立
发展、独立经营和独立组织的局面，实现了“门到门”的运输方式。
目前，集装箱物流运输网络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
    集装箱物流运输涉及面广、环节多、影响大，是一项高度系统化的运输工程，其整体功能的发挥依
赖于系统内各部分的协调发展和紧密配合。
同时，集装箱物流运输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竞争性，这就要求各环节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业务人
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
只有全面系统地掌握集装箱物流运输系统中涉及的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和管理技能，才能更充分地发
挥集装箱物流运输的优越性。
      为适应我国集装箱运输发展的需要，编撰了本教材，目的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集装箱物流
运输全过程中的理论、方法、流程和操作实务等内容。
该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运输管理、物流管理和外贸运输等专业本科、高职高专的教科书，也适合于航
运企业、物流企业和外贸企业培训业务人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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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集装箱运输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运输方式，是运输领域的重要变革，是世界
杂货运输的发展方向。
由于集装箱运输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代化的集装箱运输热潮已经遍及全世界。
各国都把集装箱运输的普及和发展看作本国货物运输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因此，集装箱运输被称为20世纪的“运输革命”。
　　1.1　集装箱运输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1.1.1　集装箱运输发展的起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运输成本，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运输市场，海上运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船舶的建造呈现出大型化趋势，出现了56万吨级的超级油船，30多万吨的大型散货船以及各种专用船
舶。
油轮和散货船舶逐渐呈现大型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些船舶的装卸作业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
，例如大型油轮采用了高效率的自动油泵，大型散货船采用了自动装卸设备等。
先进的装卸工艺的使用，大幅度地降低了海上运输成本，提高了船舶运输的经济效益。
　　但与此同时，杂货运输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装卸作业的机械化程度仍然很低，这就大大影响了杂
货船舶的营运效率。
当时，在同样的一条航线上，油船和散货船的在港停泊时间仅占航次时间的10％～15％，而杂货船的
停泊时间占航次时间的比例却高达40％～50％。
这样，即使船舶实现了大型化，船舶航速提高了，但由于装卸效率没有相应提高，反而延长了船舶在
港的停泊时间，在经济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效益。
因此，船舶的大型化必须要与装卸工具的机械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杂货船舶装卸效率的落后，还与杂货本身的特点有关。
杂货种类繁多，重量和尺寸各异，包装形式也千差万别。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使杂货的装卸作业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自然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提高杂货的装卸效率，缩短在港停泊时间，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将杂货的货件标准化
，于是出现了成组运输。
　　成组运输是指利用各种不同的成组工具（如网络、托盘等），把单件杂货组成一个同一尺寸的标
准货组，并使其在不同运输方式间可以不拆组地进行转移。
由于采用这种运输工艺，每件货组的重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且也达到了使货组规范化、标准化
的目的，从而有利于杂货船舶实现装卸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成组运输与传统杂货运输相比，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成组
运输比较适于装载包装尺寸相同的货物　　它最适合装载那些用纸板箱或木板箱包装的商品。
对于形状不规则、包装不一的货物，如坛装、罐装货物，各种形状的机械设备和长大件等，采用成组
运输就十分困难。
　　2.成组运输的集成化程度有限　　例如托盘货组每件重量一般为1～2吨。
因此采用成组运输后，提高装卸效率的效果并不显著。
　　3.成组运输一般采用网络、托盘等成组工具　　这一方面加大了对货物的外包装的强度要求，增
加了货物的包装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货件是敞开的，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货损货差的货运事故。
　　正是因为上述的不足之处，业内人士开始对成组工具不断进行改进、完善，所以，更大单元的、
外形尺寸标准的、具有一定强度的集成化运输方式的出现势在必行，集装箱的诞生正顺应了这种发展
趋势。
集装箱在船舶运输中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杂货运输的落后面貌，引起了世界运输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
变革。
由此可见，集装箱运输是由于运输生产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是运输生产发展的产物。
　　1.1.2　国际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概况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运输方式，集装箱运输的发展进程可以
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萌芽期、开创期、成长期、扩展期和成熟期。
　　1.1830～1956年为集装箱运输的萌芽期　　早在19世纪初，英国的安德森（James Anderso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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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了集装箱运输的设想。
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运输业发展出现了人力装卸费时费力与先进的运输工具不相适应的矛盾。
为解决这一问题，1830年在英国铁路上开始出现了装载货物的大容器，这种容器酷似现在的集装箱，
主要装载煤炭，也装运一些杂货。
1853年，美国铁路也曾用容器装载法开展运输。
到19世纪的后期，英国兰开夏使用了一种运输棉纱和棉布用的带有活动框架的托盘，俗成“兰开夏托
盘”（Lancashire Flat）。
它可以看作是最早使用集装箱的雏形。
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工业化初期，这种运输方法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后来终止了使用。
　　正式使用集装箱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由于运量的迅速增长，铁路运输得到了
较快的发展。
1900年，英国铁路上首先出现了较为简单的集装箱运输。
1917年，美国铁路上也试行了集装箱运输。
这种新的运输工艺被采用后，很快地在欧洲传播开来，1926年传到德国，1928年传到法国。
此后，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也相继出现了集装箱运输。
　　1928年9月在罗马举行了一次“世界公路会议”，会议中提交的一篇《关于在国际交通运输中如何
使用集装箱》的论文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会议上探讨了铁路和公路运输问相互合作的最优集装箱运
输方案。
最后，成立了“国际集装箱运输委员会”，研究有关集装箱运输的问题。
同年，欧洲的各铁路公司间还签订了有关集装箱运输的协定。
　　193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国际集装箱运输局（ICB）”，这是一个民间的集装箱运输组织，
它以协调有关集装箱各方的合作关系为目的，并进行集装箱所有人登记业务。
1931～1939年期间，由于公路运输的迅速发展，铁路运输的地位相对下降，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结果导致这两种运输方式之间不能紧密配合、相互协调，使得集装箱运输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
挥。
此外，集装箱运输所需的物愿技术基础与配套的设施落后，没有充足而稳定的适箱货源，这也是集装
箱运输发展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停滞不前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需要运输大量的军事物资，而当时运输效率极其低下。
为此，美国陆军部组织了一个专题研究，要开发一种经济有效的军事运输系统，并提出了货物运输要
实现成组化（Unitization）的原则。
这一原则和目标广泛地被交通运输业和工商业界所接受，于是利用托盘和集装箱作为媒介的成组运输
就开展起来了。
1952年，美国陆军建立了“军用集装箱快速运输勤务系统”，达到了使用集装箱装运弹药和其他军用
物资的目的。
　　由此可见，集装箱运输首先是在陆运开展起来的。
在发展初期，它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
直到后来，水运开展了集装箱运输，特别是发展到远洋运输，实现海陆联运以后，集装箱运输才得到
飞跃的发展。
　　2.1956～1966年为集装箱的开创期　　1956年4月26日，美国海陆公司（Sea Land Service Inc.）的前
身泛大西洋轮船公司（Pan-Atlantic Steamship co.）将一艘T-2型油轮进行改装，在甲板上设置了一个可
装载58只35英尺集装箱的平台，在新泽西州的纽约港至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港之间的航线上进行试运
。
三个月后，试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平均每吨货物的装卸费从原来的5.83美元，下降到0.15美元，即为
原来装卸费的1／39。
这充分证明了集装箱的采用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显示了集装箱运输的巨大优越性。
　　因而，1957年10月，泛大西洋轮船公司又将6艘C-2型货轮改装成了带有箱格结构的吊装式全集装
箱船，其中，第一艘船的船名为“盖脱威城（Gateway City）”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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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船上设有船用集装箱装卸桥，载重量9000吨，可装载226个8×8.5×35集装箱，每箱重25吨，仍然航
行于纽约－休斯敦航线上。
这是世界上第一艘全集装箱船，它的就航，标志着世界现代化的集装箱运输正式开始了。
　　1960年4月，泛大西洋轮船公司改名为海陆运输公司。
1961年5月，该公司陆续开辟了纽约一洛杉矶一旧金山航线和阿拉斯加航线，从而奠定了在国内进行集
装箱运输的基础。
　　在此期间，美国的马托松轮船公司（Matson Navigation co.）在所经营的美洲沿岸——夏威夷航线
上也进行了集装箱的试运，并同样获得了成功，进而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集装箱船队。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所使用的船舶基本上都是将货船改装成的集装箱船，没有专用集装箱泊
位，使用的集装箱也都是非标准的集装箱（如17英尺、27英尺、35英尺集装箱），运行的航线也仅局
限于美国国内。
　　3.自1966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集装箱运输进入了成长期　　1966年4月，美国海陆运输公司将经
过改装的全集装箱船投入到纽约一欧洲航线上，从而开辟了集装箱运输的国际航线。
　　1967年9月，马托松轮船公司电将全集装箱船（“夏威夷殖民者”号）投入到了日本-北美太平洋
航线。
一年以后，日本有6家船公司在日本-加利福尼亚之间开展集装箱运输。
此后，欧洲各国的班轮公司也相继开始进入经营集装箱运输的行列。
　　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为：集装箱运输从美国本土化逐步走向国际化；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船舶多为
中、小型集装箱船（第一代集装箱船），载箱量为700TEU～1000TEU；出现了集装箱专用泊位；集装
箱规格趋于国际标准化，统一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规定的20英尺、40英尺标准集装箱。
　　4.从1971年起，集装箱运输步人扩展期　　由于集装箱运输具有船舶装卸效率高、运输成本低、
运输质量高等优点，并适于组织多式联运，从而深受货主、船公司、港口及相关部门的欢迎，发展极
为迅速，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中东及世界各主要航线。
1971年年底，世界13条主要航线基本上实现了件杂货的集装箱化。
集装箱船舶的运输能力也迅猛增长，1970年约为23万TEU，1983年增到203万TEU。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集装箱船舶的运输能力迅速增加，出现了载箱量为2 000TEU的第二
代集装箱船；　　随着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发展，世界各国普遍建设集装箱专用泊位，港口设施的现代
化程度不断提高，许多专用泊位配备了跨运车、第二代集装箱装卸桥及轮胎式龙门起重机；　　电子
计算机系统在集装箱运输中被广泛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水平和手段得到更大的提高；　　在运输组织
上出现了集装箱多式联运，并于1980年5月在日内瓦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5.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集装箱运输进入了成熟期　　目前，杂货中集装箱化的比重在不断提
高，集装箱运输已遍及全球，发达国家件杂货运输的集装箱化程度均已达到80％以上，多数发展中国
家的集装箱化率也达到50％以上。
集装箱运输量快速增长，箱体也呈现大型化的趋势；集装箱船舶的平均载箱量逐年上升，载重量4000
～5000TEU的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舶已成为主流船型，各大跨国航运公司纷纷投资定造6000TEU以上
的大型集装箱船舶，载箱量超8000TEU以上的巨型船舶也开始投入运营。
如中远集团欧洲航线投入使用的“中远中国”号超巴拿马型船舶，箱位达8204TEU，船长335米，船
宽42.8米。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与集装箱运输相关的硬件与软件日益完善，各有关环节紧密衔接；
　　集装箱船舶的大型化和全自动化趋势更加显著，大力兴建了相配套的高效率的集装箱专用泊位和
集装箱运输的集疏运系统；　　在集装箱运输管理方面，实现了管理方法科学化，管理手段现代化，
并且普遍采用EDI（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实现集装箱动态跟踪管理等；　　集装箱国际多式联运的
迅速发展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发达国家之间的集装箱运输已基本实现了多式联运，发展中国家的
多式联运也在快速增长之中，这也充分发挥了集装箱运输的优越性。
　　1.1.3　我国集装箱运输发展概况　　我国国际集装箱运输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虽然我
国集装箱运输的起步较晚，但发展的速度很快。
目前，我国集装箱化的水平明显提高，已拥有实力雄厚的现代化的集装箱船队，开辟了到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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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条集装箱班轮航线，建成了一批集装箱专用深水码头，形成了较为通畅的集疏运系统，培养了一
批集装箱运输经营管理专业人才。
　　1.集装箱船队发展迅速，航线不断增加　　1973年9月，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和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共同出面，与日本新和海运株式会社、日新仓库株式会社协商，在上海至
横滨、大阪和神户的日本航线上开始集装箱运输的试运工作，用杂货船捎带运输小型的非标准集装箱
（8英尺×8英尺×8英尺和8英尺×8英尺×10英尺箱型）。
至1975年年底，经过历时2年零3个月的试运，为我国开展集装箱运输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
一批组织管理集装箱运输的业务人员。
　　1977年，我国交通部成立集装箱筹备小组，在上海、天津和青岛港配备必要的集装箱装卸机械和
运输车辆。
与此同时，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也开始购置集装箱船舶，发展集装箱船队，培训业务人员。
1977～1980年间，中远公司先后购置了7047载重吨的“平乡城”半集装箱船、8艘新滚装船、3艘二手
滚装船和8艘半集装箱船，共5353个标准集装箱箱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集装箱船队。
　　到20世纪80年代，面对国际航运船舶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势，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增加大型集装箱船
舶对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环球航线的重要性，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致力于发展全
集装箱船队，从国外大量购进了全集装箱船舶。
1988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在英国、德国订造了5艘2700个标准集装箱箱位的第三代全集装箱船舶，
并着手订购3500个标准集装箱箱位的大型全集装箱船。
到1990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已拥有各类集装箱船99艘，共10.58万标准集装箱箱位，为开辟环球航
线做准备。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集装箱船队规模更是突飞猛进。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进行了集装箱运输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立了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对
集装箱船队统一经营，对运力作出了科学、合理的安排，真正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了中
远集装箱班轮的市场竞争力。
到目前，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拥有127艘全集装箱船舶，其中载箱量在5000TEU以上的超巴拿马
型船舶有21艘，包括载箱量高达8203TEU的超大集装箱船，总箱位超过32万标准箱。
　　1997年成立的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是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增长最快的集装箱运输公司，拥有
现代化、大型化、快速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船队。
到2005年年底，共拥有136艘全集装箱船舶，运载能力超过4000TEU的大型船舶逾52艘，整体运载能力
高达35万TEU，平均船龄只有1.9年。
年轻的船队使中海集运具有交货快、效率高、成本低的竞争优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航运企业之一。
　　目前，我国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远洋班轮公司已达150多家，集装箱船队规模超过400艘，载箱能力
约80万标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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