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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征程 共创新未来
携手谱写交通强国航运新篇章

赵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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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 7 月 11 日是我国的第十七个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中国航海日活动

的主题是“开启航海新征程，共创航运新未来”，世界海事日的主题是“海员－－航运业未来的核心”。今年中国

航海日论坛以线上形式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促进国内外航海和海洋界交流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深化务实合作。

本刊特选取重点内容，以飨读者。

航运业在支撑对外贸易、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海洋权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来，航运业经

历了从“瓶颈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基本适应”

和部分领域适度超前的奋斗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运业发展，作出系列重要论述，

为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我国

航运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上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航运大国。

一流港口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一是港口规模稳居世

界第一。2020 年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

名前 10 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分别占 8 席和 7 席。二

是港口枢纽作用更加凸显。明确了 11 个枢纽海港、63

个沿海和内河主要港口的发展格局，“十三五”期港口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23%。内陆服务网络和无水

港布局不断完善，港口功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三是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建成了一批集装箱自

动化码头，自动化码头设计建造营运技术、离岸深水筑

港、港口机械装备制造技术世界领先。

海运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一是海运船队保障有

力。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的海运船队，国际海运承

担了我国约 95% 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二是海运服务网

络不断完善。我国港口已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班轮联通指数多年稳居世界

第一。三是改革创新稳步推进。国际海运业实现全面对

外开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

航运创新政策逐步推进落实，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港

口一体化改革深入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取得实质

性进展。

内河航运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一是内河货运能力

不断提升。2020 年我国内河货运量完成 38 亿吨，货物

周转量 1.6 万亿吨公里，长江干线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内

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二是内河航道网

络化进程加快。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

程达 12.8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高等级航道

达标里程 1.6 万公里，航道网络不断完善，跨水系运河

连通工程加紧推进。三是内河船舶的吨位结构持续优化。

与“十二五”末相比，“十三五”末内河航运企业数量、

内河船舶数量分别减少 8.8%、21.9%，内河船舶总载重

吨、平均净载重吨分别增加 9.4% 和 31%，规模化、专

业化、大型化水平显著提升。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航运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

困难和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因时因势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航运业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落细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疫情防控要求，强化“人物同防”，印发了

船舶船员、港口及其一线人员、客运场站和交通工具等

一系列疫情防控指南，并通过 IMO 向全球航运界分享。

我们全力做好水路运输服务保障，落实水路“四优

先”措施，发挥国际物流保障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成立

24 小时工作专班，多措并举保障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

进口货物进得来，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

极贡献。大力推进网上订舱、港口作业单证电子化，推

广“零接触”和无纸化办公模式，减轻疫情对航运业影响。

我们关心关爱航运一线人员，积极协调我国港口一

线人员、国际船员、验船师等接种疫苗，高风险岗位人

员基本实现疫苗应接尽接。持续完善船员换班保障工作

机制，优化船员换班出入境防控措施，确保中国籍船员

换班“应上尽上、应换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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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是服务内外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

要桥梁和纽带。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

国家战略，既充分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又妥善应对

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融合发展、坚

持共建共享，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善于作为、积极合

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强化支撑保障，在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中走在前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排头兵

作用，共创航运业新的美好未来。

开启新征程、共创新未来，我们将不断攻坚克难，

推动航运业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新作为。

一是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以港口、

海运业务为核心提升国际物流供应链服务能力，通过设

点、连线、成网、布局，积极推进海上互联互通，维护

国际物流供应链安全畅通，助力打造开放共享、覆盖全

球、安全可靠、保障有力的现代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二是当好对外开放合作的“主力军”。加强与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运基础设施的“硬联

通”，积极参与国际航运治理，推动海运政策、规则、

标准的“软联通”，开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合作

互利共赢、成果经验互鉴共享的航运开放合作局面。三

是增强全球航运资源集聚和要素配置能力。推进落实海

南自由贸易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等相关航运财税

政策，支持长三角地区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发展

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航运交易、航运信息咨询

等现代航运服务业。

开启新征程、共创新未来，我们将接续奋斗、砥砺

前行，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航运篇中实现新突破。

一是补齐内河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干线航道扩

能提升工程、支流航道提等升级和拓展延伸工程、运河

连通工程，推进“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

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

启动“湘桂赣粤运河工程”专项研究。二是推进航运业

统筹融合发展。坚持陆海统筹，促进航运业与其他运输

方式融合发展，推进航运业与旅游业、造船业等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推进航运业上下游产业链、主业与辅助业

之间融合发展。以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海运业高质量发

展为抓手，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征程中走在前列。三是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发展铁水联运、水水中转、江海直

达，推动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由公路向铁路、水路转

移，推动物流业结构性降本增效，降低物流成本。四是

深化改革创新。深化区域港口一体化改革，推动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港口协调发展。加快完善以“双

随机、一公开”为主体、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数字监

管协同发力的新型监管机制。

开启新征程、共创新未来，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

为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是加快航运数字化转型。推广 5G、大数据、北斗、

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航运业深度应用，推进智慧港口、智

能航运、智慧航道建设，推动航运全产业链关键领域自

主创新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二是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统筹推进绿色船舶、绿色港口、绿色航道、绿色运输组

织方式，加大新能源清洁能源推广应用力度，构建清洁

低碳的港口船舶能源供应体系，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航运力量。三是

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扎实开展交

通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化安全领域改革，

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加快推进航运业安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信息化、智能化监

管水平。

开启新征程、共创新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丝路精

神和航海精神，凝聚起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

力。

一是不断丰富航海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

“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同舟共济、尚新图变”的航海

精神内涵，开展向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

创新团队”精神学习活动，不断丰富航海精神内涵。二

是传承发扬航运历史文化。高质量编纂《中国水运史》

《中国港口史》《中国运河史》等，全面梳理中国水运

历史发展脉络，传承发扬优秀文化，从历史中汲取推进

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增强全社会航

海意识、海洋意识和蓝色国土意识。三是培养高素质劳

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大创新型人才

培养力度，改革和创新船员、港口作业人员、现代航运

服务人才等航运从业人员的教育培养方式，打造高素质

的从业人员队伍，释放人才资源的强大活力。

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新未来要求新担当。作为新时

代航海人，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作者系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中国海上

搜救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