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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热点看水运
本刊两会报道组

1 航运强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交通运输部原副

部长何建中在提案中呼吁保障船员权益，建设高素质船员队

伍，筑牢航运强国基础工程；加强青少年航海知识教育，为

海洋强国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关于船员队伍建设方面，何建中建议，一是修改完善船

员管理法规制度，进一步明晰船员职业化、社会化的管理规

则和落实船员权益保障措施。二是推动落实监管和船员培养

主体责任，督促航运公司认真落实船员培养主体责任，鼓励

校企合作定向培养船员。三是深化船员管理制度改革，推动

建立船员市场诚信体系，引导船员劳务从价格市场转向价值

市场。四是切实维护船员合法权益，深化船员专业技术职称

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岸上福利设施标准，改善船员工作和生

活条件。五是大力弘扬航海文化，提升船员职业社会认可度，

激发船员职业自豪感。

青少年航海知识教育是为海洋强国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

支撑的基础性工作，何建中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研究青少

年航海教育支持政策，制定进一步加强青少年航海教育指导

意见；加强协同合作，建立科学、系统的航海教育体系和课程，

推动重要航海知识进教材、入课堂；加强载体建设，打造一

批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航海教育品牌，结合

当地码头、船舶、博物馆等航海设施建立青少年航海知识教

育实践基地；加强宣传推广，抓住中国航海日论坛等重大航

海活动契机，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航海教育和航海文化建

设的良好氛围。

2 新基建
党中央国务院此前多次强调，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赋能百业，其中多个领域与

交通运输有着密切联系。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

铁路办主任陆永泉说，江苏正积极推进 5G 在智能交通领域应

用。具体到交通水路领域，推动智慧航道建设，加快推进京

杭运河智能航运试点示范工程，构建航道全方位交通感知网

络。推动智慧港口建设，加快推进智慧港口试点工程，在港

口建设、生产运营和管理等方面提升港口码头智能化技术和

系统集成能力，推进新一代自动化码头、堆场建设改造，促

进信息技术与港口服务和管理的深度融合。推动智慧船闸建

设，实现船闸设施的智能快速诊断、故障预警和船闸自动化

控制。加强交通运输各方式各环节互通共享和协同应用，推

进智慧交通基础设施的立体化网络化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徐珏慧介绍道，近期上港集团计划打造“X-PORT 港口安

全生产人工智能管理系统”，赋能港口物流、运维、安全生产、

高效运行等多维场景，为港口信息化演进带来全新的无人化、

智慧化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厦门集装箱码头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高级技师冯鸿昌向记者表示，该公

司不再局限于码头布局构造、港池航道等传统的基础建设，

着力对接大型中央企业在全国推进的“新基建”项目，适时

在港口码头引进推广 5G 通信定制覆盖、新能源集卡自动充电

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港口物联网的建设。同时，在

现有数据仓库的基础上，整合提升港口大数据中心建设，为

港口智能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中枢和算力载体。

3 船舶所有权
近年来，我国造船业迅猛发展，新接订单、手持订单和

完工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 2019 年以来，受国际经济

大环境影响，大量境外船东资金枯竭，无力付款，纷纷弃船。

我国造船企业为减少损失，会选择在解约后把船转售国内市

场。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海事法院院长夏先鹏分析，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船舶所有权登记应提交船舶

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登记办法》就此进一步规定：新造船舶，应提交船舶建造合

同和交接文件；自造自用船舶或者其它情况下，应提交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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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期、政之所向”，2020 年的全国两会，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也承载着更多更高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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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势，深入调研，了解民意，认真建言，直面热点难点问题，提交了诸多以交通水运为关键词

的议案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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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因此登记时，海事部门会

要求国内买家提供造船厂与境外船东之间达成的船舶所有权

归属船厂的协议；无法提供协议的，则要求提交造船厂与境

外船东通过仲裁或诉讼取得的“确认船舶所有权归属的生效

仲裁裁决书或法院判决书”。

但实践中，境外船东在拒绝付款的同时，往往提出各种

理由意图逃避责任，与船厂发生争议。要求外方确认船舶所

有权归属船厂很难实现。而通过诉讼或仲裁取得船舶所有权

确认判决，周期漫长、费用高昂。

夏先鹏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船舶所

有权登记制度不够完善，有关船舶所有权证明材料的规定不

够具体、执行标准不够明确。

夏先鹏建议，此类船舶所有权登记可参照《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调查与公告

程序等相关规定，借鉴国际同类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做法，明

确可以由船厂向登记机构出具所有权声明，作为所有权取得

的证明文件。若海事管理部门认为可能存在权属争议的，有

权以对申请登记的船舶进行实地查看、公告通知利害关系人

船舶所有权登记情况等方式进行权利调查。

4 邮轮业
过去十年，中国邮轮行业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大国家邮轮市场，在丰富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时，创造了一个

全新的产业链。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颁布了不同程度的旅

行禁令，全球邮轮行业进入停摆状态，邮轮码头面临史无前

例的经营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科技委主任胡可

一建议，面对全球邮轮市场的大变局，中国邮轮业在面临挑

战的同时应当抓住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实现邮轮产业高质量

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有利于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统一体

制和机制，组建涵盖邮轮研发设计、建造、供应链建设和运

营的相对统一、注重母港的地域性、深耕旅游纵深和船型航

线的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公司；鼓励中资邮轮公司成为重振邮

轮产业的龙头，适时允许中资邮轮公司开辟以上海为母港的

“无目的地游”航线，条件允许时，优先由中资邮轮公司恢

复中韩航线，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将邮轮列入“重

大科技装备攻关工程项目”作为当务之急，通过基础理论研

究、关键技术攻关和跨领域技术创新集成，突破邮轮产业自

身的关键核心技术；优化中资邮轮产业营商环境，构建新生

态体系，积极推动中资邮轮自主品牌和五星红旗邮轮船队建

设和“多港挂靠”常态化；加大对邮轮产业的融资和税收支持，

发挥国家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吸引跨行业企业、多领域资本，

建立邮轮产业多元化投融资体系，鼓励建立市场化运作的邮

轮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社会多元化投资邮轮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徐珏慧提出，首先应该以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完善的卫生体

系为参考，制定邮轮产业复苏的防疫指引，强化邮轮港和邮

轮公司的闭环防控方案，根据成功的中国防控经验，结合科

技手段，形成邮轮业安全防疫的中国标准。第二，在疫情常

态化防控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恢复邮轮旅游的方

案，支持邮轮公司探索性开拓创新产品，给邮轮复航创造条

件，满足疫后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恢复旅游市场的信心。第三，

在恢复邮轮市场的基础上，加快中国邮轮设计、制造的步伐。

进一步提升产业的经济贡献的同时，逐步为中国邮轮制造积

累经验，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竞争。

5 疏浚业
由于原有国家标准没有对疏浚行业独立分类，给产业政

策的制定、重大战略推进等方面工作带来了诸多问题，难以

全方位考虑疏浚业中长期发展，也难以统筹行业发展资源。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顾明建议，“将疏浚业纳入《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产

业名录，以便从国家层面制定我国疏浚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促进疏浚业可持续发展。”

国之润，自疏浚始。我国疏浚业经过 120 余年的发展，

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强的疏浚能力，年疏浚能力超 10

亿立方米，已成为世界第一疏浚大国。据了解，目前我国疏

浚力量主要分布在交通、水利、环境等领域，疏浚装备千余艘，

主要围绕港口与航道工程、造岛造陆、内河航运、水利工程、

生态环保、江河湖库淀治理、海域综合治理、海洋建设开发

等发挥作用。“我国能够成为贸易大国，世界十大港口我国

之所以能占据七席，疏浚业在推动我国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

要保障作用。”顾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疏浚行业与国家战略安全休戚相关，其所用耙吸、

绞吸等挖泥船属于高技术含量军民两用装备，由于其独特的

战略价值，美国等世界各大海洋强国均将疏浚作为战略性行

业加以保护和扶持。在我国，由于原有国家标准没有对疏浚

行业独立分类，给产业政策的制定、重大战略推进等方面工

作带来了诸多问题。

在顾明看来，疏浚业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

战略性行业，急需制订一个能够在国家层面上全面提升我国

疏浚业技术、装备与管理水平的战略，以及相关配套的产业

政策、行业法规。针对这一情况，他建议，将疏浚业纳入《国

家经济行业分类》产业名录，以便从国家层面制定我国疏浚

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我国疏浚业向智能、高效、

低耗、节能、环保、可持续方向发展，更好地为国防战略、

海洋强国、交通强国战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