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企业视角对天津口岸营商环境的 

分析研究 

 

今年以来，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外贸稳外资工

作已经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而良好的营商环境将为外资外

贸企业稳定投资运营信心、提振发展动能提供更为关键的帮

助和支持。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最终目标是惠及企业发展，

而进出口企业、报关代理公司是主要受众对象。因此，有必

要调研企业对天津口岸贸易便利化的真实评价，从中探析贸

易便利化工作中的问题、短板，为天津海运口岸贸易便利化

实现路径提供现实依据。 

一、基于企业视角的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扩散蔓延，产业

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天津口岸作为全国北方第一大海运口

岸，受到的影响尤甚。今年 7 月份，天津口岸实现进出口总

值 1145.7 亿元，同比减少 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9.9 百分

点。 

自今年 2 月份开始，笔者针对天津口岸进出口收发货人

员、报关代理公司等与口岸通关相关的非政府主体设计了调

查问卷。依据国际研究领域使用较多的 Wilson 评级指标体系

（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电子商务），结合口岸

发展实际，设计了评价天津海关口岸贸易便利化水平的 5 个

一级指标、22 个二级指标并形成了调查问卷（见附表 4）。



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245 份，收回 241 份、作答率 98.3%。

样本数据采用 SPSS 进行了分析，信度系数值为 0.954，大于

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 

（1）满意度评价计算方式：采用算数平均数，计算每个

一级指标（X）及二级指标（Z）得分。天津口岸贸易便利化

评价体系总体满意度：令总分平均值为 Y，则 Y 为 5 个一级

指标之和÷一级指标数量，即 Y = 5XXXXX 54321 ++++ ）（  

（2）天津海运口岸贸易便利化评判标准：笔者将评价分

数细分为 10个等级。根据上述计分方法，则X的范围在 [0,7]

之间，则 Y 的范围也在[0,7]之间。评判标准是：将贸易便利

化为 10 个等级，（见表 1）。 

 

表 1  天津海运口岸贸易便利化评判标准 

X  Y 评判结果 

0<X≤0.7 或 0<Y≤0.7 十等 

0.7<X≤1.4 或 0.7<Y≤1.4 九等 

1.4<X≤2.1 或 1.4<Y≤2.1 八等 

2.1<X≤2.8 或 2.1<Y≤2.8 七等 

2.8<X≤3.5 或 2.8<Y≤3.5 六等 

3.5<X≤4.2 或 3.5<Y≤4.2 五等 

4.2<X≤4.9 或 4.2<Y≤4.9 四等 

4.9<X≤5.6 或 4.9<Y≤5.6 三等 

5.6<X≤6.3 或 5.6<Y≤6.3 二等 

6.3<X≤7 或 6.3<Y≤7 一等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可以进一步看出，天津口岸营商环境

总体分数为 6.258，位于第二等级区间。其中，海关环境（CUS）

为 6.47 分、电子商务环境（ELB）为 6.39 分、规则环境 REG）

为 6.37 分、口岸费用（PRI）为 6.10 分、口岸效率（PORT）

为 5.96 分。（见表 2） 

表 2 天津海运口岸贸易便利化调查问卷评分情况 

 

二、基于企业视角存在的问题 

在 22 个二级指标中，有 12 个二级指标位于 6.3<实际值

≤7，即第一等级；有 10 个二级指标在 5.6<实际值≤6.3之间，

即第二等级，见下图。 

其中：调箱及仓储成本、需查验货物提箱效率、集港效

率、天津港智能化装卸水平、卸货效率在 22 个二级评价因

素中位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91 分、5.92 分、5.92 分、5.92

分以及 5.97 分，需要在上述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 

 

项目名称 评分 评判等级 

总体评分 6.258 二等 

一级指标 1：口岸效率（PORT） 5.96 二等 

一级指标 2：海关环境（CUS） 6.47 一等 

一级指标 3：规则环境（REG） 6.37 一等 

一级指标 4：电子商务环境（ELB） 6.39 一等 

一级指标 5：口岸费用（PRI） 6.10 二等 



 

 

 

 

 

 

 

基于上述情况，通过对调查问卷主观回答部分的整理，

收回 2130 项内容。企业反映影响口岸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因

素： 

进一步梳理得出：企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天津港智

能化装卸、口岸作业效率、口岸收费、通关流程、政策宣讲

告知、信息化建设方面（见表 3）。 

 

表 3  天津海运口岸贸易便利化影响因素情况（单位：人；%） 

序

号 

问题大类描述 频

数 

百分比 

1 港口装卸作业模式机械，智能化程度不够高，太平洋码头智能化水

平达 90%，其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仅在 20%左右。天津港提货速度

较慢，影响了企业通关时效。 

303 37.78% 

2 口岸收费名目较多，且费用较高，特别是疫情期间，口岸个别场站

存在借机以疫情名义提高收费的问题；进口拼箱货物在监管库的拆

箱仓储费用远高于整箱货物。 

282 35.2% 

3 港口、船代、货代、堆场衔接配合不流畅，查验前准备时间较长， 267 33.3% 



物流场站车辆调度有限，有“货等车”情况，部分作业节点效率低。 

4 运抵手续繁琐，中间代理操作时间长，货物容易甩至下一航次。 242 30.26% 

5 部分通关作业信息化程度不高，进口提单换单未实行无纸化操作。 241 30.13% 

6 政策公共管理属性不强，有些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不实用，准入

条件复杂；有些政策实施后打乱了企业发展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了企业生产经营；有些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调整变化较多，不够

稳定。 

231 28.87% 

7 通关过程中各节点信息不对称，企业无法及时了解货物目前所处的

通关状态，加剧了企业通关负担。 

219 27.4% 

8 部分政府机构单证审核系统不稳定，有时造成报关单卡单。 196 24.5% 

9 部分货物检疫化验时间稍长，化验进度信息没有及时公开告知。 149 18.7% 

三、基于企业视角的解决措施建议 

一是口岸单位、码头堆场、收发货人要加强联动配合，

将货物装卸提离港口的市场化需求与海关监管指令、港口物流

作业调度精准匹配。  

针对天津港吞吐能力弱、码头进深窄、仓储能力有限、运

输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特点，利用人工智能、GPS 定位、物联网、

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聚合海关监管、港口码头等大量基础

数据，对接各类型企业的物流需求，搭建港口物流服务的市场

化运营服务平台，根据企业通关实际需要，提前预判集装箱卸

船、装船的大致时间点，综合运用“船边直提”、“抵港直装”。

进口船舶抵港前，平台将智能分析船舶动态、码头机力、海关

作业等状态信息，提前调度码头搬运人力、物流车力，做好进

口货物提离前期准备，节约货物等待时间。船舶抵港后，自动



判定海关放行信息，向已经预约提箱的进口企业和司机推送计

划卸船时间，企业只要提前预约，司机将按照给定货物信息、

泊位到指定位置完成货物提取，海关放行货物就能在卸船后通

过海关智能卡口、验核通关信息后，快速提离，实现“随卸随

走”，破解因企业找车难、海关查验、船舶装卸顺序调整或集

装箱未到港等情况，产生的无法及时提箱、车辆空驶或在码头

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 

二是以企业发展为导向，实施“弹性化”“差异化”的通关

便利化措施。 

真正从企业自身发展着眼，实施更为“弹性化”、“人性化”

的便利措施，进一步淡化工作考核指标，推广政策措施前要加

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企业“愿不愿意”而不是“能不能够”。综

合考虑企业在海关信用评级，对企业非主观故意的程序性、规

范性通关差错，实施容错纠错、快速办理制度，而不是简单的

一罚了之。从减少企业申报差错率入手，将关口前移，对企业

曾经出现的差错进行打包，开展上门重点帮扶服务，从源头进

行治理。提升货物布控查验的精准度，综合评估货物布控率、

查获率情况，减少非必要性、重复性、机械性和无效性布控，

让守法企业的通关更为便利、顺畅。提升关区《入境货物检验

检疫证明》电子化使用比率，减少企业纸质单据的传递递交。 

三是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促进市场主体守法经营。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有关企业假借海关名义向货主额外所

要费用的情况，通过暗访、不打招呼突击检查等方式，锁定在

市场正常经营范围内故意违规向企业收取费用的企业名单， 



对违规企业纳入管理黑名单。持续减免检疫处理收费，告知进

出口企业权利义务，明确投诉举报途径。加大口岸收费公开公

示力度，相关收费向社会主动公示，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倒

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从行业主管部门角度，做好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巡查，坚决取消违规收费，提高查验提箱效率。 

四是畅通企业通关信息查询、反馈渠道，增强政策的稳定

性、连续性、透明性。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建立良好制度规则环境的重要

基础。政策的实施出台应避免已经发布的重要制度文件朝令夕

改、随意变更，这不仅与企业自身发展利益息息相关，更体现

了政府决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结合贸易便利化推进情况，对

必要性的内容变更进行动态调整，尽量将制度调整对企业产生

的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宣讲和政务公开，主

动做好涉及通关环节查询、政策讲解和困难帮扶，开发货物通

关各环节实时进度查询 APP，明确通关链条各环节办理时限、

监管货物办理进度、办理科室、办理关员、剩余办理时间等相

关信息，实现通关全流程公开透明，便于企业合理安排资金货

物运转，达到海关监管与企业申报无缝衔接，减少资金占压，

降低仓储成本。通过向企业派驻协调员、12360海关热线、报

关协会以及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宣讲会等多种方式及时跟进

企业在政策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策制定的匹配度，对企

业提出的问题要做到件件有反馈，事事有回应。 

五是加强科技信息化技术与港口作业各环节的深度融

合。 



运用区块链技术、5G、大数据、北斗等先进技术，将港

口信息流与港口通关作业操作指令深度嵌入，通过港口装卸作

业设施设备、卡口以及海关监管设备进行体现，实现生产装卸

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操作便捷化、数据可视化，将以往的港

口作业指令与海关监管操作串联模式改为同步并联运行。在港

口作业过程中装配科技化设备，稳妥提升港口装卸、物流、监

管作业模式的智能化水平。借助港区无人卡口操作的作业模

式，建设“智能卡口”“智能地磅”“智能审图”“智能装卸”“智能选

查”信息操作设备，推广特殊货物提离电子移动证、实施智能

施验封、智能称重、堆场可视化监控等，将海关智能监督设备

和系统有机地集成到港区入站和出站物流的过程中，以简化物

流过程的监督，减少对实际物流的干扰。建设智能调度系统，

打造天津港最强智慧中枢，探索与港区高速信息网络、港口物

联网平台、空间可视化信息系统等接入形成数据互联互通，此

种作业模式，实现了港口物流信息与舱单和企业申报数据实时

比对、实时预警，实现集装箱智能调度运行，同时精准动态统

筹调度港口机械作业设备。推广无人操作驾驶的电动卡车，减

少到港货物等车提离等拥堵情况。进出口通关、物流全面实施

自动化场桥龙门吊操作，实现整船在装卸过程中都是无人集

卡、无人龙门吊、无人理货，快速验放通关。 

 

 

 

 



表 4  天津口岸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0-7） 

口 

岸 

效 

率 

1.天津港装卸设施智能化水平能够保障货物快速通关  

2.货车进入天津港后装船集港效率  

3.货物自国外运抵天津港后卸货效率  

4.完成港口官方理货递单效率  

5.需要海关查验货物港口方搬运提货效率  

海 

关 

效 

率 

6.海关工作人员廉洁自律程度  

7.因进出口需要向海关提交各类单证获取的便利度  

8.海关完成进口单证审核效率  

9.海关完成出口单证审核效率  

10.海关对进口货物实施查验检疫效率  

11.海关对出口货物实施查验检疫效率  

12.海关工作人员对外服务评价  

规 

则 

环 

境 

13.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法规公开的透明度  

14.进出口贸易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15.进出口有关方通关海关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及 12360 热线查

询通关信息的及时性、便捷性或全面性 

 

16.相关问题建议提交政府部门后反馈或采纳实施情况  

电子 

商务 

环境 

17.港口、船公司、货栈码头使用信息化途径办理进出口通关手续覆

盖率 

 

18.海关使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办理通关手续或验放进出口货物覆

盖率 

 



19.进出口代理单一窗口使用率  

口岸 

费用 

20.支付口岸运营主体完成调箱、仓储等通关费用是否合理  

21.货物完成通关必须支付的口岸检疫处理费用是否合理  

22.进出口企业自行承担的进出口单证制作成本费用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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