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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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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企
業 

太空、海底、地下 

世界、國家的政經情勢 

顧客、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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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地理位置不再是優勢 

 高雄、香港、新加坡在亞洲一枝獨秀 
 大陸沿岸、東北亞、東南亞港口崛起，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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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資料來源：台灣港務公司 

台灣地區各港 貨櫃裝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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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台灣地區各港 貨櫃裝卸量佔有率 

資料來源：台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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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台灣港群各港掛靠航線數 



噸位 
104年 103年 增減 

艘次 平均裝卸量 
(TEU/艘) 

艘次 平均裝卸量 
(TEU/艘) 

艘次 平均裝卸量 
(TEU/艘) 

未滿4萬總噸 6,309 853 6,136 891 173 -38 

4萬~6萬總噸 986 1,456 801 1,641 185 -185 

6萬~9萬總噸 832 1,909 925 2,148 -93 -239 

9萬~11萬總噸 560 1,999 482 2,894 78 -895 

11萬~13萬總噸 57 3,296 70 3,517 -13 -221 

13萬總噸以上 135 4,127 44 4,072 91 55 

總計 8,879 1,156 8,458 1,252 42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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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高雄港貨櫃輪到港艘次統計 



船型 
104年 103年 增減 

艘次 平均裝卸量 
(TEU/艘) 

艘次 平均裝卸量 
(TEU/艘) 

艘次 平均裝卸量 
(TEU/艘) 

8,000~8,999TEU 474 2,200 437 2,937 37 -737 

9,000~9,999TEU 167 1,724 130 3,132 37 -1,408 

10,000~1,2999TEU 62 3,091 69 3,468 -7 -377 

13,000TEU以上 130 4,242 44 4,072 86 170 

總計 833 2,495 680 3,111 153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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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高雄港8000TEU以上貨櫃輪到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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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簡介 
國際排名的變化 



貨櫃轉運樞紐港 
金屬及石化儲轉中心 
加值物流港 
觀光及商旅服務港 

港口發展定位 

貳、高雄港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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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挑戰 
經濟情勢 

全球 3.4 3.1 3.5 

亞洲(日本
除外) 

5.7 5.4 5.3 

東南亞國
協 

4.4 4.4 4.9 

經
濟
成
長
率
％ 

臺 
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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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船舶大型化 

18000+TEU 

22+ 

18,000TEU以上貨櫃輪 
船寬：22排貨櫃，54公尺以上 
吃水：16公尺以上 

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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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船舶大型化 

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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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航線軸心化 

亞洲 歐洲 

樞紐港與集貨港的產生 

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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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er Port 

高雄港 

例如，歐洲的 
里哈佛 
鹿特丹 
漢堡 
阿姆斯特丹 

Feeder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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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航線軸心化 
參、挑戰 

2011年快桅公司(Maersk)推出Daily Maersk(天天馬士基)，從亞洲的四個主
線港（寧波、上海、鹽田、丹戎帕拉帕斯）將貨物運往歐洲的三個主線港
（菲力克斯托、鹿特丹、不來梅港），每週七天都設有截關/截港時間。 

菲利克斯托 

鹿特丹 

布萊梅 

上海 

寧波 

鹽田 

蘭加邦 

丹戎帕拉帕斯PPT 

雅加達 



環保意識抬頭 

• 2014年通過歐洲海港組織(ESPO)生態港口認證(亞洲第一) 

•港區配置與都市發展間的競合 

•國道七號的建設 

居民漁民抗爭 

•海底隧道限制大船通行 

•漁業權爭議 

•居民日常生活品質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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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挑戰 



起迄港 
貨物裝卸 

轉運港 
整櫃轉口 
多國拆併櫃 

(MCC) 

物流港 
配送、倉儲 
資訊處理 
流通加工 

1960以前 

1960~1980 

Y2K 

自貿港 
多元附加價值 

now 

附加價值 

肆、機會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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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功能智慧物流港 

起迄港物流港運籌中心 

由單一功能轉為整合型服務功能 

•整合自貿委外加工、MCC、LME、
跨境電商、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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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欲以海路與陸路連通中國與中亞、印度、東
非與歐洲，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包括能源、基礎建設等。 

 沿線涵蓋26國、44億人口（佔全球63％），經濟總量約623兆元台幣。 

二、一帶一路契機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克拉運河 



三、發展郵輪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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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LIA亞洲郵輪趨勢報告 
全球三大郵輪市場：加勒比海、 

地中海、波羅的海，旅客以平均
8%比例逐年攀升，2015年達
2,225萬人。 

亞洲市場呈現驚人成長 
 2013-2014旅客年成長34% 
 2014-2015旅客年成長至少20% 
共有26個郵輪品牌、52艘郵輪佈 
 署亞洲提供220萬旅客，1065種 
 郵輪航線商品 

 

肆、機會與未來 



配合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計畫 

進行舊港區機能轉型、資產活化 

打造市港觀光親水區域，發展都會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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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四、市港合作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肆、機會與未來 
五、港區重新布局—2040年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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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港埠產業之發
展 

港埠產業發展區 

石化業再生 

金屬鋼鐵業發展 

產業物流引進 

永續發展區 

港埠運輸機能優
化 

自由貿易港區活
化 

港埠物流區 

歷史空間活化 

水岸空間再造 

海洋都市輝映 

親水遊憩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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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重新布局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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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舊港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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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四大土地開發主題 

 舊港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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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中島商港區調整 

 舊港區開發 



辦理過港隧道延壽工程，

加深隧道上方航道，以利

大型貨櫃船通行 

施工後15.3公尺深(含候潮

30公分)可供10,000 TEU滿

載貨櫃船通行 
27 

肆、機會與未來 

船舶大型化，所需通行航道水深需求增加，過港隧道上

方淨空不足 

 過港隧道延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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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七櫃洲際貨櫃中心 

 洲際碼頭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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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第三港區規劃 

 洲際碼頭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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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會與未來 
六、創新與超越 

招商引資

→築底 

與地方政府合作，招引國際知名集團，如皇家加勒比、

歐美亞等大企業集團，投資港埠建設。 

資源重整

→創量 

港區配置重新

布局，提高競

爭力。 

爭取港口合作，

將中國、東南亞

納為轉運腹地。 

「一帶一路」，

歐亞港口。 

創新服務

→加值 

擴大自由貿易

港區效應、

LME、MCC 

海運快遞，物

流加值 

冷鏈物流，串

接兩岸 

市港融合

→雙贏 

配合都市更新，

合作開發水岸

資產 

老舊資產活化，

更新美化市容 

以文創產業共

同營造市港特

色 



樂觀(茶壺) 逆境求生 

餓虎見肥肉 烈女怕纏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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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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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傾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