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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无效。例如《法国民法典》（2016年）第1162
条、1179条，《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瑞士债
务法》第20条均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民法典》规定的“绿色原则”系强制性规范，
如图1所示，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施工合同、勘察设计合
同、施工分包合同、材料设备采购合同如违反此强制性
规定，均可被认为无效。

图1   建设工程运营涉及合同类型

3.2  项目管理不善，引发民事诉讼
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危害结果、

因果关系。建筑企业如实施造成环境损害、资源严重浪
费的行为，可能面临民事诉讼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
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
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化解路径
建筑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是方方面面的，违

反“绿色原则”的风险贯穿建筑企业经营全过程，也是
建筑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法典》的颁布
与施行对建筑领域的风险管理影响是深远的，建筑领域
践行《民法典》“绿色原则”与环境保护的效果直接相
关，规避“非绿色”管理风险因素，有助于建筑企业合
法合规地健康发展，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的发展理念，更契合未来建筑行业绿色发展的趋势。

4.1  细化合同条款，防止合同无效
在项目管理中，应本着“绿色原则”的理念，一

是将“绿色原则”内容写入与建设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并
细化相关措施，争取扬尘费用及其他必要环保费用的支
付，否则可能基于当地政府环保要求，独自承担更多的
环保费用。二是制定具有详细措施的采购、分包合同模
版，将“绿色原则”贯彻到底，实现环保成本转移。绿
色理念并不是增加国有建筑企业负担，从长远来看，绿
色发展理念不仅可以实现生态文明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
绿色GDP。

4.2  加强施工管理，预防诉讼风险
在建设项目施工、运营等过程中，都会对周边生物

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这些都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需要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第一，加强自有项目管
理，杜绝挂靠、转包，挂靠、转包行为因挂靠人资金、
管理等实力情况带来的风险也不同，但根据以往经验，
挂靠、转包风险极大。第二，推进标准化管理，对不重
视环保要求的项目进行整改。第三，争先创优，激发广
大员工和劳务队伍参与绿色施工的热情。

5  结语
节能和生态保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建筑领域直

接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法的实施必将带来长期的效
益，绿色建筑、环保建筑、智能建筑等将迎来发展的
“春天”。在《民法典》中，“绿色原则”在促进环境
改善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
它也能运用自身独特的环保色彩，促进人们与自然环境
之间的和谐统一，实践“绿色、节能、环保”理念在新
时代背景下的实施和推广，以法治文明加强对生态文明
的影响，推动“绿色原则”的大力发展，为实现自然与
人类共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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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  李俊聪   

[摘   要] 首先明确区域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现实要求，对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采用可行分析性方法分
析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为预测深水航道辐射港口的货物吞吐规模与深水航道实际货运规模的适应性评价提供参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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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港口成为重要的水陆运
输转换枢纽。现代化港口的建设发展可为我国城市区域
经济的规模升级与效能突破提供更强的支撑，而航道则
成为船舶进出港口完成各类海运作业的“大动脉”。坚
持将深水航道作为重要纽带，有效调整港口布局，持续
优化港口资源，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用港口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的战略目标。

1   区域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现实要求
区域经济应作为一个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化

地理概念，主要指在某个特定区域范围内，影响经济发
展的内部因素和外界条件在彼此作用中形成的经济综合
体。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涉及社会、自然、政策、技术等不同因素。区域经济的
发展评价和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区域内的资源开发与利用
情况、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协调情况、结构布局与实
际效益的配套情况等。在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
交通运输建设是影响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

现代交通运输主要以公路、铁路、航空、水运、
管道等方式展现高速度、网络化、全方位、高效益等特
点。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求交通运输在其中发
挥出积极的作用。一要在宏观层面保障特点区域范围内
的所有经济要素的有效流通与优化；二要能够为区域内
外部的不同优势资源的互补以及配置提供强有力的优
化调节，借助高效的调节持续削弱或清除区域间的发展不
均衡状态，打造协调化共同发展格局；三要能够为区域内
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动能，整合更多的物资资源、
技术资源、先进理念与模式，打通合作交流渠道，消除分
化和隔阂，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四要能够带动由交
通系统所贯通和连接的沿线区域经济实现更积极的发展，

聚集更多催化要素，为沿线地区注入更大的发展动力。
在微观层面，要主动提升区域内各企业的组织、

建设、经营效率，壮大物流体系，提高企业对材料的采
购便利性，增强企业对产品的营销输出效率，让企业的
“走出去”和“引进来”决策更快向成果落地转化，持
续提升企业增值，控制并降低企业的成本消耗，最终为
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2   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解析
2.1  港口深水航道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随着港口现代化能力增强，深水航道等级提升，区

域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材料等需求供应链的节点功
能更加明显。港口深水航道的建设拓展了地区之间的交
易范围，延伸了地区协作半径，刺激地区之间的经济循
环参与，为地区生产力的壮大提供了更多机遇，推动了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港口深水航道的要素间作用促进港口城市的发展
港口深水航道的规模与功能的壮大，是保障港口深

水航道被深度高效应用的前提。港口深水航道为区域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区位优势，使得港口城市对水运交
通枢纽的利用经验更加丰富，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积聚了更丰富的生产力要素，人口规模增大，人才比例
相应增加，科技文化活动频繁。港口城市的基础建设在
新的需求驱动下加快进度，并同时吸收到更多的建设投
资，从而促进了港口城市的大发展。

2.3  港口深水航道催生新的区域经济形态
随着港口的现代化建设，港口的规划布局使得周

边区域的产业向其靠拢，港口进一步释放出其强大的生
产资源聚集作用。如今，不少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逐渐
转向海洋，港口的存在让港口经济具有产生和发展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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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经济随着港口的集散效应得到快速发展，并积
累了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的发展优势，孕育并产生
了新经济形态，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

2.4  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关联紧密且相互促进
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港口深水航道的服务功能提出更

高的新要求。围绕港口深水航道布局衍生的港口经济需
要以区域经济为依托，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要求港口深
水航道应始终成为贸易物流链路中的重要节点。因此，
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之间是紧密联系并相互促进发
展的。

3  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分析
适应性是用于研究主体对象与周边环境等客观存在

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概念，对适应性的测度一般应使用差
异度或者适应度来研究，差异度指的是不同因素之间出
现背离的程度，而适应度指的是不同因素之间彼此协调
的程度。对于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本文认为可选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分析指标展开
研究。主要分析思路是：按照特定地区GDP与港口货物
吞吐规模的相关数据组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关联性后
确定该地区GDP的预期增值，预测港口货物吞吐规模，
并预测港口深水航道沿线港口的货物吞吐规模，与深水
航道的实际货运规模进行比较后，若实际货运规模高于
预测货物吞吐规模，则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的发
展有典型的适应度；若实际货运规模低于预测货物吞吐规
模，则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具有适应性[2]。

以国内某港口为例，选用2000—2019年时间区间内
的该港口所在省的GDP作为被解析变量（见表1），以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力资源规模、港口货物吞
吐规模、科技水平（以专利实际授权数量为代表）作为
解析变量展开研究分析（见表2）。

表1  2000—2019年某省GDP统计

年份 GDP（亿元） 年份 GDP（亿元）

2000 6164.79 2010 27399.85
2001 6927.70 2011 31854.80
2002 8040.66 2012 34382.39
2003 9753.37 2013 37334.64
2004 11482.11 2014 40023.48
2005 13028.33 2015 43507.72
2006 15302.68 2016 47254.04
2007 18639.95 2017 52403.13
2008 21284.58 2018 58002.84
2009 22833.74 2019 62351.74

表2  2000—2019年某港口货物吞吐规模统计

年份 吞吐规模（万吨） 年份 吞吐规模（万吨）

2000 — 2010 63300
2001 12852 2011 69393
2002 15398 2012 74401
2003 18543 2013 80978
2004 22586 2014 87346
2005 26881 2015 88929
2006 42387 2016 92209
2007 47336 2017 100933
2008 52047 2018 108439
2009 57684 2019 112009

在构建必要的线性回归数据模型后，经过拟合优度
检验完成模型修正，得到最优模型。并利用最优模型研
究得到相关研究结论：

（1）该港口深水航道的货物吞吐规模与所在省份的
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两者之间的发展
具有典型的适应度。港口深水航道的货物吞吐规模每提
高1%，所在省的区域经济平均增3.4%。可见，该港口
深水航道的发展能够促进全省区域经济的发展。

（2）该港口深水航道经济作为新的区域经济形态，
其服务就业人力资源与港口的货物吞吐规模之间具有相
关性。目前看，港口的物流服务人数在持续增加，从而
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考核指标的增长，两者的适应性表
现较为明显。

我国各港口建设深水船舶泊位的力度显著增快，不
断提升港口深水航道的通过能力。港口深水航道的建设
正在持续优化港口布局、整合港口资源的基础上，扩大
港口物流支撑体系，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言，在区域
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等方面发挥着战略作用，港口
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之间保持着良好的适应性[3]。

4  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提升策略
4.1  提高资源配置水平
港口深水航道具有特殊地理优势，因此是水路运输

链路的重要节点。各港口应采取科学手段调整和优化产
业链，并对港口地区的资源实施统筹配置，细化资源要
素，促进价值增值。

4.2  增强市场需求预判
要扩大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应保持对市场动态变化的科学把握，增强需求预判，要
能让港口深水航道发挥出应有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效
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4.3   扩大科学技术投入
现代化的港口深水航道建设发展必须要投入更多

的先进科学技术。应在当前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大背景
下，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实现自主专利研发水平再提
升。同时也应客观对待国际先进技术，合理引入，丰富
国内港口航运类型，不断提升港口深水航道的运输力。

4.4  优化港口服务管理
港口深水航道的水运通航服务，需要相关企业建立

健全现代管理制度，对服务管理的理念模式及方法不断
调整。要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素质等综合素质
培育培养作为重点工作，有力提升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
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5  结语
我国现阶段的港口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保

持较合理的适应性，但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港口
深水航道要主动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挖掘缺陷与不足
并积极将其完善，保持科学规划与统筹布局，确保港口
深水航道与区域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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