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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交通强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新时代战略背景下［１］ ， 浙江内河水运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随

着富春江船闸等中上游船闸建成投用， ２０１９ 年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实现全线通航， ２０２０ 年金华港吞吐量突破 ８０ 万吨，
衢州港吞吐量突破 ２９０ 万吨， 钱塘江内河水运发展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作为钱塘江中上游内河航运发展重要枢纽的

金华港、 衢州港， 迎来崭新的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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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交通强国背景下钱塘江中上游水运发展背景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

建设纲要》 ［２］， 提出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人

民满意、 保障有力、 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推

进大宗货物运输向铁路、 水运有序转移， 内河

水运发展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浙江省水运 “十
四五” 将提出加强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３］，
推动钱塘江中上游、 京杭大运河和浙北集装箱

运输通道建设， 提升钱塘江中上游航运服务能

力， 提高集装箱水水中转比重。 ２０２０ 年金华港

吞吐量突破 ８０ 万吨， 衢州港突破 ２９０ 万吨， 港

口发展快速起步。 内河水运发展有助于转变运

输方式， 促进港口、 航道沿河产业带拓展提升。
通过利用浙江省内河主干航道水运资源拓展海

河联运， 加强钱塘江中上游－沿海港口的有效衔

接， 完善内河港口的集疏运系统， 降低货物集

疏运成本， 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交通强国建设

背景下研究钱塘江中上游水运发展策略， 对于

打开浙江内河水运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金华市内河航道呈现 “三干

二支一库” 的主干航道网， 形成衢江、 兰江、
金华江等高等级航道网； 衢州市随着衢江航道

全面投入运行， 航道网络将逐步向上游延伸，

逐步开发江山江、 常山江， 谋划浙赣运河建设，
适时开展与江西内河水运沟通的前期工作。 随

着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全线通航， 浙

江内河海河联运航道的提升改造， 浙北集装箱

运输通道的改造提升， 钱塘江中上游海河联运

辐射能力大力拓展， 通过水运可联通宁波舟山

港、 嘉兴港、 上海港和长江下游港口。 总体而

言， 钱塘江中上游内河水运近年来呈现高等级

航道占比提升、 吞吐量稳步增长、 货种结构不

断优化的特点， 为未来内河水运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但仍存在内河航道辐射能力有待加强、
海河联运作用有待发挥、 水运集疏运占比低、
港产城联动发展弱等问题。
２　 把握 “十四五” 内河水运发展黄金机遇期

２ １　 国家与浙江省层面大力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在国务院印发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

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 浙江省出台 《关于

加快发展海河联运的若干意见》 等总体要求背

景下， 各基层面大力推进内河高等级航道网络

化、 出台内河集装箱运输政策、 促进 “公转水”
“公转铁”， 提高货物水运占比、 发展海河联运

并鼓励财政补贴、 推进 “内河码头＋配套园区＋
物流服务” 运作模式， 新一轮以高等级航道建

设为标志的内河水运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４６



２ ２　 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复兴发展新机遇

随着钱塘江中游富春江、 安仁铺、 姚家、
小溪滩、 塔底等船闸正式建成投用， 航运瓶颈

彻底打通， ２０１９ 年衢江、 兰江航道建成通航，
金华江、 以及衢州上游等航运开发工作稳步推

进， 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开发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黄金时代” ［４］。 经统计， ２０２０ 年富春江船闸过

闸量达到 １５００ 万吨以上， 在连续断航多年的基

础上， 内河航运迎来跨越式发展， 建材、 钢材、
集装箱等为主要货种。 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复兴

的深入推进， 使浙江省中西部地区高等级航道

便捷畅通， 打通了建德、 桐庐、 金华、 衢州等

地区连接沿海港口的水路运输大通道， 通过长

三角高等级航道网可直达长江下游港口， 大幅

扩大内河水运的辐射范围。
２ ３　 港产城融合发展是 “十四五” 重要方向

临港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重要支撑， 以

开发建设现代港口及临港工业区块为突破口，
推进完善港口腹地的集疏运、 城市配套功能，
培育壮大临港产业集群， 以港产城联动的一体

化效应引领特色产业港的发展之路， 研究制定

港、 产、 城一体的总体布局方案。 港产城融合

发展为钱塘江中上游港口发展的重要指引， 随

着相关配套设施需同步发展， 港口物流的建设，
可加快区域水运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加

快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显得尤为迫切。
２ ４　 数字经济、 临港产业发展激发水运高质量

发展新要求

数字经济、 临港产业是推动融合水运发展

的重要支撑， 金华市、 衢州市拥有较为完备的

工业产业体系， 原材料、 产成品及临港物流业

需求增长强劲。 十四五围绕 “千亿规模、 物流

强市” “四省边际多式联运中心” 的总体要求，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物流产业。 以金华为例， 围

绕义乌小商品市场， ２０２０ 年 “义新欧” 海铁联

运班列开行量位列全国第 ４， 开行班列 ９７０ 列以

上， 发运量达 ８ 万个标准箱。 十四五将重点构

建义东浦磐、 金义、 金兰和永武东等四大产业

带， 产业拓展上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 五金机

械、 高端装备制造和小商品贸易等产业。 随着

钱塘江航运复兴， 兰江、 衢江、 金华江等沿江

产业园区迎来重要发展窗口， 对水运升级、 产

业融合发展提出新发展要求。
３　 开创钱塘江中上游内河水运发展新篇章

３ １　 构建钱塘江通江达海的水运大通道

依托钱塘江中上游规划三级航道， 促进钱

塘江中上游与嘉兴、 宁波舟山港联动一体化发

展， 构建钱塘江三级航道水运通道， 建设嘉兴

港、 宁波舟山港、 长江下游等三大出海口， 突

出海河联运优势打造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 运

输通道上， 经衢江、 兰江、 钱塘江中段进入杭

甬运河， 经过绍兴段可达宁波舟山港； 经衢江、
兰江、 钱塘江中段向东北进入京杭大运河、 黄

浦江， 可达杭州、 湖州、 嘉兴、 上海等长三角

地区， 沿京杭大运河向北可至徐州、 山东济宁。
衢江、 兰江 ５００ 吨级航道已全线通航， “十四

五” 期将谋划三级航道提升， 打通钱塘江中上

游地区与宁波舟山港、 嘉兴港、 上海港等沿海

港口的水路运输大通道。 远期谋划经衢江向西

联通衢州、 江西等地区的浙赣运河建设， 打造

长江黄金水道 “第二出海口”， 加强金华、 衢州

与江西等西部区域内河港口的联动对接， 建设

通江达海的水路运输大通道。
３ ２　 构建区域内河水运发展枢纽

按照衢州 “四省边际多式联运中心” 和金

华 “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 的目标定位， 结合

铁路、 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形成区域水路运输

枢纽， 提升枢纽内港口作业区能力， 争取 “十
四五” 期间大路章作业区二期、 罗洋作业区一

期工程、 女埠作业区工程、 方下店作业区基本

建成， 形成大路章、 桥头江和罗洋港口物流中

心等为主， 其它港点为补充的港口基本格局，
成为钱塘江中上游地区重要的物流节点。 加强

内河与沿海港口的互动衔接， 与宁波舟山港、
嘉兴港等沿海港口形成一体化运行网络， 提升

海铁联运枢纽能级。 在此基础上， 远期提升常

山江、 江山江和金华江、 义乌江航道通航能力，
规模化推进港口枢纽建设， 逐步建立网络化、
相互衔接的港口网络体系节点， 使钱塘江中上

游地区通江达海能力有效提升， 各作业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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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机制逐步成熟， 以此构建现代港口物流

体系、 提升区域内河水运枢纽辐射能级。
３ ３　 大力拓展现代临港物流业

以钱塘江中上游三级航道规划建设为契机，
重点服务造纸、 纺织、 电力、 水泥建材等本地

和周边地区大宗物资水运需求， 在大路章、 桥

头江、 罗洋、 女埠作业区建设基础上， 重点谋

划建设一批现代化港区， 推进四省边际多式联

运中心港、 浙中公铁水联运基地等一批物流园

建设。 积极拓展多式联运， 提升港口、 铁路、
公路装卸中转运输能力， 加快推进铁水联运、
公铁联运， 提升钱塘江中上游多式联运能力。
积极发展保税仓储业务， 做大做强造纸、 纺织

品物流、 医药物流、 农产品物流等特色物流，
培育煤炭、 钢材、 集装箱等大宗产品临港物流，
适度发展石油化工物品等特种物流服务。 加快

出台水运运输扶持政策， 加大内河集装箱海河

联运和海铁联运骨干企业培育力度， 扩大本地

集装箱运输企业的运力规模， 有效提高 “陆改

水” “散改集” 的运输比例。 积极培育做大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 打造

信息可追溯、 健康有保障、 监管有效的第三方

全程物流企业。
３ ４　 打造内河水运信息化平台发展智慧水运

建立以水运为主的多式联运信息管理平台，
涵盖区域港口设施、 航运企业、 运输物流、 船

闸调度等内容， 促进内河物流水运的全过程数

字化管理， 提升水运运输运营质量与安全信息

化水平。 加强水运与宁波舟山港、 探索推进港

口生产运营资源协同、 船闸智慧调度、 政务信

息的互通共享， 加强水路运输、 物流贸易、 公

铁水集疏运等船港货的物流公共信息联通共享。
建立港口、 航运、 政府等多方共享的信息采集

机制， 助力动态化实现水路运输需求柔性供给

匹配， 提高内河水运营商环境。
３ ５　 促进水运标准化与全程物流的发展

加强海港、 陆港、 空港、 信息港互动融合，
促进内河水运与其它运输方式的深度融合， 推

广内河集装箱、 散货运输的标准化船型， 促进

水运业务的标准化流程。 以 “义新欧” 为基础，
探索衢州、 金华地区特色的水路运输、 公铁联

运一单制模式。 在浙江省 “四港联动” 大框架

下， 协调与水运物流相关的铁路、 公路等多式

联运经营人主体合同票据、 单证、 计费标准等

互联互认， 全省共享。 积极拓展全程物流， 助

力内河水运信息系统与海河、 铁公水联运的全

程物流方案无缝衔接， 并能够在线办理， 助力

“一单制” 业务实现， 高标准促进全程物流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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