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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是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运输服务的现代化和

管理水平的现代化， 在分析浙江省内河航运发展条件的基础上， 提出浙江省构建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对策建议： 加

快推进千吨级航道和专业化码头建设， 大力发展内河集装箱海河联运和旅游客运， 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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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 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 基本建成交通

强国； 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人民满意、 保

障有力、 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２０２１ 年，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印发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 提出建设便捷顺畅、 经济高效、 绿色集

约、 智能先进、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 水运比较优势充分发挥。
内河航运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优化产业布局、
服务对外开放、 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建设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 是贯彻落

实交通强国发展战略、 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

展、 助力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实现的重要举

措。 杨文武［１］ 提出了航道现代化的内涵、 框架

体系和实现航道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吴关胜［２］

通过分析长江航道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化需求，
提出长江航道现代化的概念， 徐秀梅等［ ３ ］ 构建

了长江航道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丰玮等［ ４ ］ 结合

江苏省内河航运特点构建了江苏省航运现代化

的评价指标体系， 王造等［ ５ ］ 从安全保障建设、
航运数字化、 法制建设、 绿色环保等 ４ 个方面

探讨了长江航运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浙江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范围内水网密

布、 内河航运条件优良，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

展， 具备打造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基础和条

件。 本文分析了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内涵，
基于浙江内河航运的发展基础， 提出浙江构建

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对策建议。
１　 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内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２０１１ 年，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

运发展的意见》， 提出利用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
建成畅通、 高效、 平安、 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

运体系。 ２０１９ 年， 《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长江航

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建立发展绿色化、
设施网络化、 船舶标准化、 服务品质化、 治理

现代化的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体系。 ２０２０ 年，
《内河航运发展纲要》 提出建设人民满意、 保障

有力、 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 对现

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
航运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航运总

体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能够支撑和

保证水上运输达到安全、 便捷、 高效、 绿色、
经济的发展状态， 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具

体体现在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运输服务的现代

化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
１ １　 基础设施现代化

基础设施现代化是航运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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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是航道的高等级化、 码头的专业化以及

智慧化。 千吨级航道是港口规模化、 船舶大型

化的重要前提， 是内河航运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之一。 从货物运输的规模性和经济性角度出发，
现代化内河航道应能满足千吨级以上船舶的通

航要求， 航道设施保持高标准的维护水平。 内

河码头等级达到千吨级及以上， 专业化码头泊

位占主导地位， 码头公铁水联运成为主要运输

方式， 货物运输效率显著提高。
１ ２　 运输服务现代化

运输服务现代化是航运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其核心是内河船舶的大型化标准化、 运输服务

的高效化品质化。 船舶作为货物运输的载体，
大型化标准化是先进制造业的体现， 大运力、
节能低碳、 清洁环保的内河船舶是航运现代化

的标志。 内河集装箱运输是一种绿色经济、 便

捷高效的运输方式， 是内河航运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之一， 提升内河航运效率， 重点是发展内

河集装箱海河直达运输。 发展高品质旅游客运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

措， 也体现了运输服务的现代化。
１ ３　 管理水平现代化

管理水平现代化是航运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其核心是行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智慧港航是交通新基建的重要组成， 也是内河

航运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数字赋能、
创新驱动，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运领域深

度融合。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是航运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 强化资源集约利用、 节能减排和污

染防治， 实现航运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

进。 安全是航运现代化的基本底色， 坚持人民

满意、 安全发展， 提高水运本质安全水平， 加

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２　 浙江打造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基础

２ １　 内河航道港口建设

近年来， 浙江省不断加大内河航道的建设

力度， 重点实施了京杭运河、 湖嘉申线、 杭平

申线、 杭甬运河、 钱塘江中上游等国家高等级

航道工程， 全省内河高等级航道网从浙北向全

省拓展。 随着富春江船闸航运瓶颈彻底打通，

以及衢江、 兰江航道建成通航， 钱塘江中上游

迎来全面复兴， 全省 １１ 个地市全部通江达海。
京杭运河二通道加快建设， 浙北高等级航道网

集装箱运输通道开工建设。 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全省

四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达 １６６０ｋｍ， 位列全

国第五， 占航道总里程的 １７％。
浙江省拥有杭州港、 嘉兴内河港、 湖州港 ３

个全国内河主要港口， 内河港辐射范围进一步

拓展到钱塘江中上游地区、 瓯江沿线地区。 重

点建设了杭州东洲综合作业区、 嘉兴内河国际

集装箱作业区、 湖州安吉川达物流码头等一批

专业化、 集约化集装箱公用作业区， 专业化集

装箱泊位超 ５０ 个， 港口设施和服务能力明显增

强。 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全省专业化内河货运泊位

３８５ 个， 占货运泊位总数的 ２０％。
２ ２　 内河运输服务发展

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 运力结构不断优化。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全省内河货运船舶总数从 ２ 万

余艘减少到 １ 万艘， 运力规模将近翻一番， 单船

平均吨位从 １２２ 吨 ／艘增加到 ５５９ 吨 ／艘， 年均增

长 １０ ７％， 内河航运效益不断提升。 内河集装箱

船舶运力快速发展， ２０２０ 年内河集装箱船舶总箱

位达 ７０１８ 标箱， 单船平均运力 ４４ ４ 标箱。
２０２０ 年， 全省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４ ４

亿吨， 位列全国第三； 内河集装箱吞吐量超 １００
万标箱， 位列全国第七， 成为内河水路运输新

的增长点。 随着浙江省内河高等级航道网络的

不断完善， 内河港口与沿海港口的联系日趋紧

密， ２０２０ 年全省完成货物海河联运量 ３７６２ 万

吨， 集装箱海河联运量 ３７ 万标箱。
２ ３　 智慧绿色平安发展

浙江省已完成 １３００ｋｍ 内河电子航道图绘

制， 码头、 桥梁、 船舶、 航道水深等实现矢量

化管理。 数字港航综合管理平台、 智慧海事日

常监管平台建成运行。 发布全省统一的 “浙闸

通” 过闸系统， 实现全省内河骨干航道船闸数

据互联共享。 骨干航道和重点水域船舶自动识

别系统覆盖率、 船舶识别率均达 ９０％。
船舶排放控制区省域全覆盖， 在全国率先

开展并完成 ４００ 总吨以下船舶生活污水污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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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基本实现船舶和港口污染物接收、 转运、
处置闭环管理。 实现京杭运河水上服务区、 锚

泊区泊位岸电设施 “全覆盖”。 地方海事辖区 ２４
小时接警， 年均搜救成功率超 ９８％。
３　 浙江打造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对策建议

３ １　 加快推进千吨级航道和专业化码头建设

浙江省内河三级航道仅 ４００ 余 ｋｍ， 四级航道

１２００ｋｍ， 受航道等级限制， 浙江省内河码头、 内

河船舶以 ５００ 吨级为主。 据测算， 船舶吨位从

５００ 吨提高到 １０００ 吨， 油耗仅增加 ３０％， 单位运

输成本将降低 ３５％， 内河水路运输的吸引力将显

著提升。 浙江省内河航运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
现阶段重点要推进内河航道的 “四改三” 工作，
加快推进杭甬运河、 京杭运河、 钱塘江等千吨级

航道建设， 构建 “Ｙ” 型内河水运大通道， 畅通

与宁波舟山港、 嘉兴港、 温州港联通的千吨级航

道网络， 促进海河一体高效发展。
推进低小码头的大型化专业化改造， 在钱塘

江、 瓯江等新建一批大型化专业化内河码头。 完

善集装箱、 煤炭、 矿建材料、 钢材等货种运输体

系， 推进铁路支线进港区， 打造铁公水联运港。
加强港口资源分类整合， 盘活存量港口岸线资

源， 提升内河港口岸线利用效率和集约化专业化

水平。 拓展港口物流服务功能， 推广 “港口＋”
物流园、 产业园区、 城市配送的发展模式， 大力

发展以港口为依托的全程物流服务体系。
３ ２　 大力发展内河集装箱海河联运和旅游客运

发展 １０００ 吨级内河标准化船舶， 推动内河集

装箱船舶向 ９６ 标箱、 １２０ 标箱船型转变。 积极研

发海河直达、 江海直达等专用船舶， 大力发展海

河直达运输， 减少运输中转环节， 提高水运的效

率和经济性。 发展内河集装箱海河联运， 重点加

快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 打通

通往嘉兴港的 ３ 层集装箱运输通道， 通行三层集

装箱船舶， 发挥水运的规模效益。
以浙江省四条诗路文化带建设为契机， 发

展旅游航道和高品质水上客运。 加快曹娥江上

游、 浙东古运河、 瓯江上游等航道客运旅游功

能开发， 形成一批各具特色、 引领示范的旅游

航道。 高质量建设一批客运旅游集散中心、 客

运码头、 水上服务区， 推动水上客运舒适化、
品质化发展。 挖掘内河航运文化资源， 高标准

打造一批内河诗路秀水精品客运旅游航线， 丰

富完善水上客运旅游产品。
３ ３　 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全

面提升港航领域智慧化水平。 进一步完善高等

级航道电子航道图， 支撑复杂环境下的船舶智

能辅助航行。 加强统筹谋划， 建设内河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 优化船闸调度运行管理， 打造全

省统一的船闸、 内河航运全域智能调度平台，
提升船舶过闸效率。 开展船岸智能协同关键装

备研发、 增强驾驶关键技术系列研究。
围绕碳达峰的目标， 深入推动水运绿色低

碳发展， 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水运项目 “建
管养运” 全生命周期管理。 加强船舶港口污染

防治， 全面建立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体系，
应用北斗、 智能流量监测装置对船舶污染物进

行实时监测， 形成闭环管理长效机制。 加大港

口岸电设施的建设和使用， 研发锂电池、 ＬＮＧ
等节能环保船型， 推广清洁能源在水运中的应

用， 打造零碳水上服务区。
统筹发展与安全， 深入推进平安港航发展，

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港口、
航道基础设施安全防护， 科学落实维护和修理

工作， 及时淘汰更新港区老旧设备设施， 强化

船舶动态监管。 推进内河重点航区应急反应基

地建设， 加强巡逻、 救助和打捞船艇等应急设

备的配置， 引入无人机等高科技救援装备， 完

善水上应急救援装备库，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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