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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辨识及发展策略研究
邸小建，章稷修，李柏丹，徐志远

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明确内河航道体系各类用户对象的信息服务需求，构建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辨识模型，识别船员、

船公司、航道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港口码头企业人员等四类用户需求迫切的信息服务项。基于此，搭建内河航道信息

智能服务需求矩阵，实现针对内河航道体系各服务对象，在特定时空特征下，以适宜的方式提供航道、航标、水位、通

航环境等领域的信息服务。并提出内河航道信息智能服务发展策略，以进一步提升内河航道信息服务综合水平，持续推

进内河航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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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运是构建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畅通高效、安全绿色综合运输

体系过程中，内河航运以其运能大、占地少、成本低、

能耗小、污染轻、效益高等优势 [1,2]，迎来新一轮的快

速发展。2011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长江

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2 号），标志

着加快内河水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综合运输体

系建设的战略重点。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 12.73 万公里，比上年增加 172 公里。内河运输

完成货运量 39.13 亿吨、货物周转量 16302.01 亿吨公里
[3]。在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引领下，大力推进内河航运高

质量发展，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内河

航运体系，奋力谱写交通强国内河航运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大众出行呈现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特征，

人民群众对航道出行的公平、绿色、安全、品质等方面

要求不断增强，航道信息的内容、频率、发布方式、互

动渠道已不能完全满足船员、船公司、港口等群体的需

求。目前仍存在船方对航道通过能力、船闸调度等信息

掌握不充分，港航企业、运输船舶不能及时便捷地获取

来自多个监管部门的相关信息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

内河航道效率和运输成本造成影响。

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研究始于道路交通，水上交通

信息服务需求的研究相对较少，以需求为导向的航行信

息服务理念也是近几年才提出 [4-6]。学者刘明俊对长江

干线航道信息需求进行了调研，得到了近 40 项航运市

场认为重要的航道信息，并对其进行量化分级，按重要

程度将其划分为非常重要航道信息、重要航道信息和一

般航道信息 [7]。孙腾达针对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信息的

需求，按照不同的用户类型，从信息服务内容、服务方

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调研和分析，结果表明内河船员对

航道信息和通航环境信息的亟需程度非常高 [8]。

按需服务是内河航道信息智能服务的核心体现，有

必要针对当前内河航道信息服务对象、内容、方式等开

展需求辨识，及时、准确、定量化地获取用户需求，为

制定内河航道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策略，提供高质量信息

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前提，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

安全便捷出行，适应内河航道发展新形势新需求。

1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调查

1.1 构建信息服务集

本研究主要面向船民、船公司、内河航道管理人员

及科研单位、港口码头企业人员等四类内河航道体系相

关用户。信息服务内容包括航道信息、航标信息、水位

信息、船舶信息、整治建筑物信息、通航环境信息等共

计 13 个大类，80 个信息服务项。各类用户所涉及的信

息服务需求如表 1 所示。
表 1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分类

 

针对各类用户自身业务特点，所涉及的信息服务具

体内容有所不同，本研究针对四类用户构建各自的信息

服务集。如图 1 所示，面向船民的信息服务集涉及 10

个大类，共计 38 个信息服务项。面向船公司的信息服

务集涉及 11 个信息大类，在船舶信息服务类别中还应

包括本公司船舶基础信息、本公司船舶动态数据、本公

司船舶是否空闲、本公司船舶主要船载设置配备信息等

信息服务项。面向内河航道管理人员、科研单位的信息

服务集涉及 9 个信息大类，增设数据储备类别的相关信

信息分类
信息服务用户

船民 船公司 内河航道管理人员及
科研单位

港口码头企业
人员

航道信息 √ √ √ √
航标信息 √ √ √ √
水位信息 √ √ √ √
船舶信息 √ √ √ √

整治建筑物信息 √ √ √ √
通航环境信息 √ √ √

航次规划 √ √
应急救援支持 √ √ √ √

业务办理 √ √ √
数据储备 √

货源运力查询 √
港口码头作业 √

执法通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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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项，例如历史水位信息、历史船舶交通流量信息、

历史水流速度信息、历史船舶运行轨迹信息等。面向港

口码头企业人员的信息服务集涉及 9 个信息大类，在船

舶信息服务类别中扩充计划进港船舶船位及航行状态、

临近船舶的预计到达时间、计划进港船舶唯一识别号、

计划进港船舶登记信息等相关信息服务项，并增设港口

码头作业类别的相关信息服务项。

图 1  面向船民的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集

1.2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含两部分，一是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包括受

访者类型、船舶规模等。二是调查主体，调查对象需要回答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的满意程度、内河航道信息服务的主要问

题、对各项信息服务的需求程度、希望通过哪些方式获取

所需的航道信息服务等。信息服务需求程度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非常需要、有些需要、一般和不太需要。

1.3 样本特征分析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3 月，面向四类用户开展调研。

回收有效问卷共计 2708 份，其中面向船民回收了 2482

份问卷。

针对目前内河航道信息服务满意程度，其中非常满意与

比较满意的被调查者占总数的 82%，一般、不太满意、非常

不满意占 18%。被调查者认为信息服务不够及时的人数占

33%，认为信息服务内容太少的人数占 36%，认为服务手段

少的人数占 6%，认为信息不准确的人数占 25%。

2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辨识
2.1 信息服务需求度评价

基于信息服务项需求调查，构建面向船民、船公司、

航运管理人员、港口码头企业四类用户信息服务需求度

计算模型。确立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辨识规则如下：

（1）借鉴层次分析法，对各个需求选项赋予不同

权重。“非常需要”权重为 5，“有些需要”权重为 3，

“一般需要”1，“不太需要”权重为 0。

（2）信息服务需求度计算模型为：

                                                         （1）                                  

式中：RIW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度；

Ri—选择第i 个选项的被调查者数量；

R —被调查者总数量；

Ki—第i 个选项被赋予的权重；

（3）对信息服务需求度排名在前 75% 分位的信息

项被视为用户非常需要的信息服务，该项信息内容将用

于构建需求矩阵。内河航道信息智能服务平台应优先保

障提供该部分信息服务。

2.2 信息服务需求辨识

根据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辨识规则，识别出面向

船民非常需要的信息服务 28 项，需求度在 0.89 以上。

面向船公司非常需要的信息服务 29 项，需求度在 0.87

以上。面向内河航道管理人员及科研单位非常需要的信

息服务 32 项，需求度在 0.75 以上。面向港口码头企业

人员非常需要的信息服务 35 项，需求度在 0.83 以上。
表 2  面向各类用户的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辨识

通过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的用户对于信息需求的聚

焦方向有所不同。对于船民而言，用户需求度较高的信

息服务项涉及航道信息、通航环境信息、航次规划信息、

船舶信息。部分被调查者提出，航次规划信息应包括例

如前方二十海里内的交通流和通航密度信息；增加航线

导航功能；增加历史航迹线保留；希望各个航道站在航

行图上发布应急救援通讯录。船公司用户尤为关注通航

环境相关信息、水位预报信息、航标信息，以及本公司

船舶相关信息。被调查者反映希望获取枯水期航道浅槽

的实际水深情况、枯水期长江中下游浅险水道的分时流

量及水位信息、灾害气候下航标恢复信息、年度内船舶

轨迹查询。内河航道管理人员 / 科研单位用户相较于其

他类别用户，信息需求聚焦在航道信息和通航环境相关

信息。被调查者提出在通航环境信息中，希望获取重点

水域船舶的通航密度、重点河段的流速流向以及水上作

业的施工范围。港口码头企业用户对于执法通知信息、

船舶信息、港口码头作业信息具有强烈需求。

2.3 信息服务需求矩阵

针对四类用户识别出的信息服务需求，结合服务方

式、服务时机、服务频率、服务范围构建内河航道信息

服务需求矩阵，为不同类型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让信息服务频率、服务的主动性更加合理，促进内河航

信息服务需
求排名

信息服务用户

船民 船公司 内河航道管理人
员及科研单位 港口码头企业

Top1 航道水深信息 气象预报
信息 碍航物基本信息 船闸调度计划

信息

Top2 碍航河段实际水深 水位预报
信息 航道通告信息 船舶目的地信

息

Top3 航道水位信息 航标故障
报警

浅险碍航河段实
际水深

大尺度航道图
下的船位显示

Top4 航行区域内突发事件
信息（事故、拥挤）

航道助航
设施信息

水上水下碍航物
通航尺度信息

船舶等待、装
载 / 卸载状态

Top5 灾害预警（洪水、冰
冻、台风等）信息

航道通告
信息 灾害预警信息 码头实际作业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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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信息服务向移动化、智能化、综合化的方向深入发展。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矩阵构建以信息服务需求排

名 Top5 的信息服务项为例，服务范围指的是信息自动

推送模式下的服务范围，用户主动获取或信息定制化下

的推送不限制服务范围。

3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发展策略
3.1 构建立体的航道信息服务推荐模型

内河航道的信息服务应向船员、船公司、行业管理

人员、科研人员等不同类型用户提供高效、精准的个性

化信息服务。针对各类信息接收群体构建基于用户特征、

基于时间特征、基于空间特征、基于行为特征的信息服

务推荐模型，该模型可以量化、更新用户的信息接收兴

趣，通过追踪用户对于信息资源的获取行为、搜索行为、

操作行为抓取用户信息需求和偏好。利用信息服务推荐

模型的更新迭代，推进内河航道信息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3.2 搭建基于云服务的航道信息服务平台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航道业务信息

化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 [9]。内河航道应用系统分

布在不同地点，若想实现跨区域协同的航道信息服务，

需要通过搭建合适的渠道实现不同地域间的信息共享交

换和对外服务。考虑到后续系统运维、人力储备等成本

因素，可充分利用云计算技术的易扩展、高可靠、敏捷

等特性 [10]，有效应对内河航道信息服务应用特征带来的

技术挑战。特别是公有云服务，依托供应商庞大的基础

设施规模，能够提供较好的跨地域服务能力，并且无需

考虑运维成本。因此，应搭建基于云服务的航道信息服

务平台，以较低的投入实现高水平的内河航道信息服务。

3.3 开展常态化的航道信息服务评价工作

实行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调查常态化。丰富调查

手段及方式，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手段，及时采集用户对

内河航道的信息服务需求和航道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为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质量考核，提升行业公共信息服务水

平提供参考依据。探讨构建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调

查 - 信息服务质量评价 - 信息服务满意度提升措施 - 信

息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闭环机制。

4 结语
随着内河航道的快速发展，船舶航行、航道管理等

对航道信息的依赖性愈来愈强，航道信息对航运业的支

信息服务项 需求度 服务方式 服务时机 服务频率 服务范围
航道水深信息 0.99 网站、智能移动设备 出行前 单次推送 预计影响范围内

碍航河段实际水深 0.98 网站、智能移动设备 出行前 单次推送 距离河段 3~6km 范围内
航道水位信息 0.98 网站、智能移动设备 出行前 单次推送 预计影响范围内

航行区域内突发事件信
息（事故、拥挤） 0.97 智能移动设备、网站、VHF 出行前、出行中 实时动态

推送 事件预计影响范围内

灾害预警（洪水、冰冻、
台风等）信息 0.97 智能移动设备、网站、VHF 出行前、出行中 实时动态

推送 灾害预计影响范围内

撑作用愈发重要。本文面向船民、船公司、内河航道管

理人员及科研单位、港口码头企业等四类用户，构建包

括航道信息、航标信息、水位信息、船舶信息、整治建

筑物信息、通航环境信息等共计 13 个信息大类在内的

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集，并开展信息服务需求调查。通过

构建信息服务需求度评价模型，对各类用户的内河航道

信息服务需求开展定量化辨识。结果显示，水位信息、

船舶动态信息普遍需求度较高。针对需求度高的信息服

务项，结合服务方式、服务时机、服务频率、服务范围

形成内河航道信息服务需求矩阵，为提升内河航道信息

内容的准确性、全面性，发布的及时性，获取的便捷性

奠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内河航道信息服务发展策

略，推动其提供高层次、高品质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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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面向船民的信息服务需求矩阵（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