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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背景 

  青岛港位于黄海胶州湾东南部，是山东省最大的商业港口，同时也是中国主要的对外贸

易港口之一。该港口是胶济铁路及济青公路的起点，同时也是腹地（山东省、河南省、河北

省、山西省、陕西省等）经济发展的重要港口。 

  本项目是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初期唯一的一项港口建设项目，在 1995 年青岛市十

大建设项目中位居首位。 

  1995年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为 5,103万吨，其中集装箱占 600万吨，杂货占 2,113万吨。

而 1995年该港口的集装箱吞吐能力为 280 万吨，杂货吞吐能力为 1,300 万吨，实际吞吐量

大幅超过上限值，提升该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1.2目的 

  本项目旨在于山东省青岛港前湾地区建设 2个集装箱泊位和 4个杂货泊位，以满足该港

口广大腹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的货物吞吐能力需求。 

 

1.3项目范围 

  本项目包括建设系泊设施的 6个泊位（主要设计水深 10.7-11.8m×长度 153-169m）、设

置装卸设备、各种公用基础设施设备等、调度作业船舶/车辆，日元贷款对象为日元贷款部

分的全部金额。 

 

1.4贷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1.5贷款协议概要 

1.项目概要与日元贷款合作 

项目位置图：青岛港前湾 项目地照片：集装箱泊位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27亿日元／26.95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签订贷款协议日期 1996年 12月／1996年 12月 

贷款协议条件 利率 2.3％、偿还期限 30年（其中宽限期 10年） 

不限定采购国 

贷款支付完成 2002年 10月 

 

 

2.1计划的相关性 

  青岛港主要运输石油、煤炭、矿石等货物，这些工业基础物资的运输支撑着横跨山东省、

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的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青岛港作为直接腹地青岛

市的物流枢纽，为推动青岛市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图 1、图 2显示了其腹地

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图 3显示的是青岛港货物吞吐量的变化，通过比较这三幅图可以发

现，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与腹地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中国政府的开发政策将重点

放在临海地区开发上，而临海地区的开发则以包括青岛市在内的经济开发特区为中心，为了

缩小地区差距，目前正在将重心转移至内陆地区，但青岛市等临海城市以及山东、河南以及

河北等沿海地区的开发仍是中国经济的引擎，是中国开发政策的重中之重，因此本项目优先

级别高（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青岛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当前，山西省、陕西省煤炭资源的重要性暂时不会动摇，青岛港在煤炭资源开发中将起到

基础支撑作用，所以青岛港的发展，尤其是专门负责运输煤炭和矿石的黄岛（前湾）港区（参

见图 4）的建设目前仍与中国的经济开发之间保持着相关性。 

 

 

 

  

2.评估结果 

图 1 青岛港腹地的工业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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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岛（前湾）港区货物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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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岛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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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岛港货物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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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项目实施效率 

 

（2.2.1）项目经费 

  日元贷款和国内资金的实际值均与计划值基本保持一致，且由于项目评估阶段至项目完

成为止，汇率比较稳定，所以汇率变动导致的日元单位及人民币单位的项目总经费的实际值

与计划值之间的差距较小。 

 

 

表 1：项目计划值与实际值对比（项目经费） 

 计划值 实际值 

日元贷款 

国内资金 

合计 

其中 JBIC 部分 

汇率 

27 亿日元 

10.28 亿日元 

150.36 亿日元 

27 亿日元 

100 日元＝8.33 元(1996 年) 

26.95 亿日元 

10.28 亿日元 

150.31 亿日元 

26.95 亿日元 

100 日元＝8.33 元（1996 年） 

 

（2.2.2）工期 

  本项目的供排水、疏浚、堆场铺路/公路、港口铁路等工程基本按计划实施，但因装卸

设备、作业船舶/车辆等的采购出现延迟，导致项目完成时间延期 1年 6个月。已于 1999

年 9月完成验收。 

 

表 2：项目计划值与实际值对比（工期） 

 项目评估阶段的计划值 实际值 

1.土木工程（岸壁建设、锚地疏浚、）

填埋等） 

1994 年 1 月-1997 年 12 月 1994 年 1 月-1997 年 12 月 

（±0） 

2.装卸机械 
1996 年 10 月-1997年 12 月 1996 年 10 月-1999年 12 月 

(＋2 年) 

3.作业船舶/车辆 
1997 年 1 月-1998 年 3 月 1997 年 1 月-1999 年 12 月 

(＋1 年零 9 个月) 

4.堆场铺路/道路 
1996 年 6 月-1998 年 6 月 1996 年 7 月-1998 年 6 月 

（±0） 

5.港内铁路 
1996 年 6 月-1997 年 12 月 1997 年 5 月-1998 年 6 月 

(＋6 个月) 

6.建筑工程 
1996 年 1 月-1997 年 12 月 1996 年 1 月-1997 年 12 月 

（±0） 

7.供电照明、管理、通信、助航 
1996 年 6 月-1997 年 12 月 1996 年 6 月-1999 年 9 月 

(＋1 年零 9 个月) 

8.供排水、暖气、通风 
1996 年 6 月-1998 年 6 月 1996 年 8 月-1998 年 12 月 

(＋6 个月) 

9.环境保护 
1996 年 6 月-1998 年 2 月 1996 年 5 月-1999 年 9 月 

(＋1 年零 7 个月) 

 

（2.2.3）项目范围 

  本项目的建设获得国家批准之后，中国出现了集装箱船大型化的趋势。因此，为了确保

本项目各设施的先进性，将 35m‐40t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更改为 50m‐50t，将 4000HP的



 

拖船更改为 5000HP。进行以上调整之后，该港口满足运输需求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有利于

尽早实现本项目的目标，并且这一更改未导致成本超支问题。 

 

表 3：项目计划值与实际值对比（项目内容） 

 项目评估阶段的计划值 实际值 计划值与实际值的差异 

1.新设泊位 

集装箱码头 3.5 万 DWT 级 

1 个泊位 

集装箱码头 2.5 万 DWT 级 

1 个泊位 

杂货码头 2.0 万 DWT 级 

4 个泊位 

集装箱码头 3.5万 DWT级 

1 个泊位 

集装箱码头 2.5万 DWT级 

1 个泊位 

杂货码头 2.0 万 DWT 级 

4 个泊位 

 

 

无 

2.装卸设备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40m‐40t）×2 

（35m‐40t）×1 

搬运吊车 

（40t）×1 

（35t）×4 

其他（牵引车､拖车､叉车

等）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40m‐40t）×2 

（50m‐50t）×1 

搬运吊车 

（40t）×1 

（35t）×4 

其他（牵引车､拖车､叉车

等） 

35m‐40t 岸边集装

箱起重机经交通部

批准更改为 50m‐

50t。 

3.作业船舶/车辆 拖船(4000HP)×1 拖船(5000HP) ×1 

4000HP 拖船经交通

部 批 准 更 改 为

5000HP 拖船。 

4.各种公用基础设施设

备等 

电力及通信设施 

助航仪器和设备 

环保仪器和设备 

供排水设备 

电力及通信设施 

助航仪器和设备 

环保仪器和设备 

供排水设备 

无 

 

2.3效果 

  按照原计划，1998 年 6月新泊位建成之后，青岛港的集装箱及杂货吞吐能力将分别增

加 180万吨和 135万吨。项目实际完成后，2000年的集装箱和杂货吞吐量较上年分别增加

570万吨和 297万吨（表 4）。可以认为其中大部分归功于本项目建设的泊位。 

  根据本调查重新计算的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为 6.70％，与项目评估阶段计算所得

数值（6.51％）接近。但本项目于 1999年刚刚投入使用，此时评估财务内部收益率为时尚

早。 

此外，重新计算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需要货物价格等数据，由于没有获得此类数据，

所以无法重新计算。 

 

 

 

 

 

 



 

 

表 4：新设泊位的货物吞吐量及停泊天数 

（单位：万吨；天）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青岛港整体

货物吞吐量 

能力           

实际值 3,055 3,125 3,545 4,213 5,103 6,003 6,916 7,018 7,257 8,636 

集装箱 

吞吐量 

能力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460 460 460 

实际值 180 220 300 430 600 680 821 1,085 1,256 1,826 

杂货吞吐量 
能力 1,307 1,307 1,307 1,307 1,307 1,307 1,307 1,442 1,442 1,442 

实际值 712 738 892 1,256 2,113 2,622 2,598 3,120 3,034 3,331 

平均运转天

数（青岛港） 

计划值           

实际值    88 104 137 177 134 169 210 

资料来源：计划值来自于 JBIC的资料。 

注:平均运转天数为青岛港所有码头实际进行装卸作业天数的平均值。 

 

2.4影响 

  由于本项目尚完成不久，所以未能获得显示项目完成后腹地经济开发状况的相关数据。

但是青岛港扩建一期项目完成后，青岛港腹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各省份均未在

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明显影响，仍然保持了经济的显著发展，且直接腹地青岛市也凭借黄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其背后原因是青岛港吞吐能力大幅增长，效

率显著提高。因此，本项目增强青岛港吞吐能力的项目影响将很快明确地显现出来。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以下 6项环境保护措施，因此环境方面没有出现问题，且本项

目实施过程中未产生征地或居民搬迁等问题。 

 

① 通过设置脱硫装置、选用低负荷机械的方式解决装卸机械及建筑物暖气锅炉的尾气

排放问题。 

②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解决污水问题（港口活动产生的生活污水、集装箱洗箱污水等

港口运行产生的污水）。（一期设施扩建） 

③ 通过栽种植物、建设缓冲绿化带等措施，解决装卸机械、运输货物产生的噪音问题。 

④ 采用疏浚、填埋等方式防止污染向海洋扩散。 

⑤ 利用本贷款采购港口内环境监测站的监测仪器，在施工过程中及投入使用后进行环

境监测（水质、大气、噪音）。 

⑥ 利用通过一期日元贷款采购的两艘环保船，回收入港船舶排放的污水、污油、垃圾

等，防止入港船舶污染环境。 

 

2.5可持续性与独立发展性 

  本项目所建设施的维护管理由青岛港务局下设的专门负责维护管理的西港公司负责（参

见图 5）。西港公司拥有 750名员工，按照图 6的组织图所示编制，进行运营和维护管理。

员工的技术水平、员工数量及人员配置均能够满足日常的运营和维护管理需求，自投入使用

以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为应对今后货物吞吐量的增长，现计划增强核心成员阵容，但运营

和维护管理的可持续性在物质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本项目完成后 2年间的收入及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如表 5所示。由于尚完成不久，所以

无法判断本项目自身的财务可持续性。但由于交通部将从青岛港港务局的整体收益中获取偿

还日元贷款的资金，所以本项目财务方面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港务局整体的财务状况。如附表

2000年财务报表所示，青岛港港务局的财务状况良好。 

  本项目完成后青岛港的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港务局为应对这一现象，目前正致力于提

升现有设施的运转率（表 4），且计划实施前湾三期建设项目，呈现了旺盛的独立发展性。 

  



 

 

图 5  青岛港务局机构图 

青岛港务局组织图 

 

 

图 6   西港公司组织图 

 

西港公司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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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收益及运营和维护管理费（实际值） 

（单位：万元） 

   

 1999 2000 

收益 710 6,026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 1,078 10,276 

 

表 6：收益及运营和维护管理费（预测值） 

（单位：万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收益 13,100 22,800 32,500 39,100 45,600 45,600 45,600 45,600 45,600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 19,232 25,820 30,450 33,680 36,950 37,090 37,170 37,220 37,370 

 

  



 

主要计划值与实际值对比 

 
项目 评估时的计划值 实际值 计划值与实际值的差异 

①项目范围 

1.新设泊位 

集装箱码头 3.5 万 DWT 级 

1 个泊位 

集装箱码头 2.5 万 DWT 级 

1 个泊位 

杂货码头 2.0 万 DWT 级 

4 个泊位 

集装箱码头 3.5 万 DWT 级 

1 个泊位 

集装箱码头 2.5 万 DWT 级 

1 个泊位 

杂货码头 2.0 万 DWT 级 

4 个泊位 

无 

2.装卸设备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40m‐40t）×2 

（35m‐40t）×1  

搬运吊车 

（40t）×1 

（35t）×4  

其他（牵引车､拖车､叉车

等）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40m‐40t）×2 

（50m‐50t）×1 

搬运吊车 

（40t）×1 

（35t）×4 

其他（牵引车､拖车､叉车

等） 

35m‐40t 岸边集装箱

起重机经交通部重新

探讨更改为 50m 

‐50t。 

3.作业船舶/车辆 拖船(4000HP) ×1 拖船(5000HP) ×1 

4000HP 拖船经交通部

重新探讨更改为 

5000HP 拖船。 

4.各种公用基础设

施设备等 

电力及通信设施 

助航仪器和设备 

环保仪器和设备 

供排水设备 

电力及通信设施 

助航仪器和设备 

环保仪器和设备 

供排水设备 

无 

②工期 
1994 年 1 月-1998 年 6 月 

1994 年 1 月-1999 年 9 月 

（至验收） 
延期 1 年零 6 个月 

③项目经费 

日元贷款 

国内资金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部分 

汇率 

 

27 亿日元 

10.28 亿元 

150.36 亿日元 

27 亿日元 

100 日元＝8.33 元 

(1996 年) 

 

26.95 亿日元 

10.28 亿元 

150.31 亿日元 

26.95 亿日元 

100日元＝8.33元（1996年） 

 

 

  



 

“青岛港前湾二期建设项目”第三方评估人意见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理事 孙奇珍 

 

1. 背景 

  1994年的青岛港旧港区（大港区）集装箱泊位全部是由过去的杂货泊位改造而成的，

泊位的装卸能力及装卸设施水平低、堆场面积远远不够。该港口的年吞吐能力为集装箱

20-30万 TEU、杂货 1300万吨，而 1995年的实际吞吐量为集装箱 60.3万 TEU、杂货 2,113

万吨，大幅超过吞吐能力上限。对满足港口的发展需求，在远离市区的青岛前湾港区建设本

项目具有非常高的必要性。因此国家交通部将本项目定为“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项

目。 

 

2. 效果 

  1999年 9月本项目完成之后，青岛港集装箱泊位实现现代化，向高水平港口飞跃式发

展。2000年，青岛港整体的集装箱吞吐量为 154.3TEU，杂货吞吐量为 3,034万吨，与 1999

年相比集装箱增长 57.3万 TEU（增长率 37.1％）、杂货增长 297万吨（增长率 9.8％）。综

上所述，可以说本项目效果显著。 

 

3. 可持续性和独立发展性 

  本项目完成后，青岛港的集装箱作业进入了现代化、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但仍无法满足

腹地经济发展的需求。据统计，自 1980年起，青岛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以每年 30％以上的速

度持续增加，2001年达到了 263.8万 TEU，连续五年在全国港口中位居第三，在北方港口中

位居第一。2001年青岛港的总吞吐量达到 10398万吨，突破一亿吨的大关，与 2000年的 8636

万吨相比增长 20.4％，港口的年利润也逐年增长。据预测，到 2010年，青岛港的总吞吐量

将突破 1.5亿吨的大关，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 500万 TEU。为应对这一趋势，目前港务

局正在加紧开展三期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综上所述，认为青岛港具备可持续性和独立发展

能力。 

 

 



 

资产负债表 
 

青岛港务局 2000 年 12 月 金额单位：千元 
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现金 1 251,254 636,841 短期借款 28 124,610 125,121 
短期投资 2   应付票据 29 49,157 54,222 
应收票据 3 26,352 46,125 应付账款 30 30,706 41,584 
应收账款 4 264,855 278,541 预收账款 31 35,940 45,871 
减：坏账准备 5 2,514 6,063 其他应付账款 32 61,253 238,650 
应收账款净额 6 262,341 272,478 应付工资 33 89,125 225,614 
预付账款 7 85,729 147,049 应付福利费 34 86,884 123,650 
其他应收款 8 214,262 251,538 应付税金 35 54,166 60,359 
存货 9 168,412 258,456 应付股利 36  8,811 
待摊费用 10 2,775 4,845 其他应付款 37 14,221 15,251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11 921 1,021 准备金 38  1,86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 12   1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9 1,500  
其他流动资产 13   其他流动负债 40   

流动资产合计 14 1,012,046 1,618,353  41   
长期投资：    流动负债合计 42 547,562 941,001 

长期投资 15 289,708 406,044 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    长期借款 43 2,760,250 3,210,410 

固定资产原价 16 5,078,941 6,736,341 应付债券 44   
减：累计折旧 17 1,241,314 1,546,631 长期应付账款 45   

固定资产净值 18 3,837,627 5,189,710 其他长期负债 46 -110,212 104,165 
固定资产清理 19 58 23 长期负债合计 47 2,650,038 3,314,575 
在建工程 20 1,400,156 762,931 负债合计 48 3,197,600 4,255,576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21   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合计 22 5,237,841 5,952,664 未分配利润 49   

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    实收资本 50 603,816 906,000 
无形资产 23 24,394 37,816 资本公积 51 2,373,310 2,452,104 
递延资产 24 25,425 14,513 盈余公积 52 414,688 415,710 
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合计 25 49,819 52,3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 3,391,814 3,773,814 

其他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26       
资产合计 27 6,589,414 8,029,39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54 6,589,414 8,029,390 

 



 

利润表 

单位：青岛港务局                                               2000 年 12 月  

金额单位：千元 

 

项目  上年同期数 本年实际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 1,085,944 1,445,891 

减：主营业务成本 2 530,065 776,62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 35,300 48,193 

 5   

 6   

二、主营业务利润 7 520,579 621,072 

加：其他业务利润 9 41,585 83,912 

减：管理费用 10 310,443 376,200 

财务费用 11 126,698 163,371 

 12   

 13   

三、营业利润 14 125,023 165,413 

加：投资收益 15 25,410 18,280 

营业外收入 16 5,200 4,601 

减：营业外支出 17 21,919 34,268 

加：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8 -2,118 -7,832 

 19   

四、利润总额 20 131,596 146,194 

 

 



 

 

现金流量表 

青岛港务局                 2000 年度      金额单位：千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4 798,11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 2,267,128 权益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5 8,675 

租赁收到的现金 3 19,868 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6  
税费返还 4 89,043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 269,615 现金流出小计 28 806,793 

现金流入小计 6 2,645,6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 -244,4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 545,51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0  
租赁支付的现金 8 41,811 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 466,454 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32  
应纳增值税税额 10 1,498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33 145,000 

支付的所得税 11 76,421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 5,575 

增值税、所得税以外的税费 12 345,182 现金流入小计 35 150,57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 140,309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6 366,747 

现金流出小计 14 1,617,19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 1,028,464 分配股利所支付的现金 3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6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9 91,649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7  融资、租赁所支付的现金 40  
通过股利收到的现金 18 25,413 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 41  
通过债券利息收到的现金 19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20 14,8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458,396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522,1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307,821 

 2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45  
现金流入小计 23 562,37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6 476,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