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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内河水运发展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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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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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推进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向铁路和水运有序转移，内河水运发展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河流，以南段源头衢江上游马金溪算起全长 520km，流域面积 5.5 万平方公里，流经衢州、金华、建德、

桐庐，从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闻名遐迩，但上游断航多年、航运开发受限。随着钱塘江富

春江船闸建成、航运瓶颈彻底打通，2019 年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全线通航，标志着钱塘江内河水运发展迎来“黄金十年”，

进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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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塘江内河水运发展的历史基础

钱塘江（含富春江、兰江、衢江等）全长 520km，

是浙江省第一大河，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分属杭州、

绍兴、金华、衢州四市所辖，浙江中部、西部等地区水

上交通主通道。自古以来是浙、赣、徽、闽等地往东出

海的交通要道，长江三角洲水网向浙江西部的延伸，浙

赣地区向江苏、上海及浙江省内其他地区水上运输动脉，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水运价值。

钱塘江航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辉煌的水运

历史，但因富春江水电站的建设、富春江老船闸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钱塘江中上游断航数十年，富

春江老船闸成为航运发展的卡脖子。随着 2011 年钱塘

江中游富春江船闸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 2017 年富春

江船闸正式投入运行，2019 年衢江、兰江航道建成通航，

彻底打通钱塘江中上游航运瓶颈，使浙江省中西部地区

拥有了高等级航道，打通了金华、衢州地区与沿海港口

的水路运输大通道，与长江三角洲内的其他高等级航道

连接成网，钱塘江内河航道打通、水路运输迎来发展机

遇期。

2017 年富春江船闸建成通航以来，钱塘江沿线已

陆续建成衢州桥头江作业区、衢州大陆章作业区、金华

女埠作业区、建德十里埠作业区等内河公用作业区，建

成安仁铺、姚家、小溪滩、塔底、富春江等沿线船闸，

钱塘江内河水路货物运输迎来跨越式发展。2020 年，

钱塘江全线船闸运行接近 6900 闸次，过闸船舶 48400 艘，

货物过闸量 2319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91.4%、71.0% 和

71.7%，运输货种以煤炭、建材为主，龙游桥头江作业区、

女埠作业区等开通内河集装箱航线以来，集装箱运输呈

现快速发展。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 年钱塘江中

上游地区的金华港、衢州港吞吐量达到 382 万吨，中下

游杭州港吞吐量达到 1.5 亿吨，详情见表 1。
表 1   钱塘江航道规划

航  段 现状 / 规划等级 通航吨级
航道里程
（公里）

备注

上游常山江 不通航 / 三级 500-1000 51 规划

金华江 四 / 三级 1000 78

衢州～萧山赭山 四 / 三级 1000 276

萧山赭山～杭州湾大桥 不通航 / 101 前期研究

2 钱塘江水运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2.1 双循环格局下浙江内河水运迎来新发展机遇

在交通强国、长三角港口一体化等一系列新时代战

略背景下，浙江内河水运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20 年

浙江省内河港口吞吐量 4.4 亿吨，较 2015 年年均增长

9.4%；集装箱吞吐量 108 万标箱，较 2015 年年均增长

23.8%。随着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和内河水运转型深入

推进，浙江内河水运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被阻断

半个多世纪的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全线通航，浙江省内河

水运复兴计划“北提升、南畅通、东通海、西振兴”中

的“西振兴”昂首迈入新时代。

2.2“十四五” 国家与浙江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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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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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发挥内河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占地少、

污染小等比较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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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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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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高等级航道建设为钱塘江中上游水运复兴奠定了基础

随着钱塘江中游航运瓶颈彻底打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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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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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富春江、兰江、衢

江等四级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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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扩大内河水运的辐射

范围。

2.4 数字经济、临港产业发展激发钱塘江水运新要求

钱塘江沿线富阳、桐庐、建德等杭州西部地区，金

华、衢州等钱塘江中上游地区，是浙江省制造业、进出

口加工和物流较为集聚的区域，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体

系，原材料、产成品及临港物流需求强劲。临港产业作

为沿江、沿河经济发展重要支撑，重点以建设现代港口

及临港工业产业为突破，赋能数字经济，推进水运物流

与临港产业、内陆物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钱塘江中上

游水运重点服务金华、衢州地区，以数字化手段，推进

海港、空港、陆港和信息港深度融合，打造四省边际多

式联运中心港和浙中西地区重要的公铁水联运枢纽。

3 钱塘江内河水运发展总体思路

以国家交通强国建设和运输结构调整为契机，按照

双循环发展格局总体要求，在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全线通

航基础上，利用十年左右时间，形成钱塘江内河水运规

模化、高质量发展格局，再现钱塘江内河水运新辉煌。

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019 年在打通钱塘江中游和兰江、衢江四级航道

基础上，建设衢州大陆章、桥头江、金华女埠等港口作

业区，为钱塘江内河水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21 －

2025 年为钱塘江内河水运“黄金十年”的第一个五年期，

紧紧抓住运输结构转型和交通强国等发挥机遇，实现钱

塘江内河水运规模化发展，形成衢州、金华、建德、桐

庐等地区 10 个规模化港口作业区，钱塘江在浙江省水

运地位逐步增强；2025 － 2030 年为钱塘江内河水运“黄

金十年”的第二个五年期，钱塘江内河航道及支线航道

连接成网，主要航道提升至 1000 吨级，打通上游至江

西、下游至杭州湾的出海口，沿线规模化港口作业区达

到 20 个以上，形成高质量、网络化发展格局，在浙江

省乃至长三角水运网络辐射能力明显增强，有效服务区

域经济及产业发展。

4 开创钱塘江内河水运发展新篇章

4.1 构建钱塘江海河联运千吨级出海通道

钱塘江（含富春江、兰江、衢江、常山江、金华江等）

共 411 公里航道规划为千吨级航道，纳入区域骨干航道

规划，全面提升钱塘江沿线富春江、八堡船闸等沿线船

闸通过能力，形成横贯浙江省东西高等级海河联运大通

道。钱塘江上游通过规划建设常山江千吨级航道，谋划

浙赣运河建设，钱塘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连接线，形成

浙赣两省水上物资交流主要通道。钱塘江下游依托京杭

运河、杭甬运河、杭平申线等千吨级航道，打造钱塘江－

京杭运河－杭平申线至嘉兴港、钱塘江－京杭运河至长

江下游港口、钱塘江－杭甬运河至宁波舟山港、钱塘江－

京杭运河－杭申线至上海的四条海河联运大通道，构建

钱塘江下游四大海河联运出海通道。提升钱塘江上下游

五大海河联运出海通道能力，积极发展集装箱、钢材、

建材等大宗物资海河联运运输，提升区域辐射能力。

4.2 打造黄金水道上的港口“珍珠项链”

在千吨级航道基础上，打造以 1000 吨级为主的规

模化内河作业区，形成钱塘江黄金水道上的港口“珍珠

项链”。 钱塘江中上游衢州金华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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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大路章、桥头江、罗洋、方下店

和女埠作业为主体，常山江、江山将以及金华江沿线码

头为补充的码头布点格局；中游形成以桐庐江南、富阳

场口、建德十里埠等为主体的港口作业区，辐射建德、

桐庐、富阳等杭州西部地区。鼓励港口作业区规模化、

专业化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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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强化海河联运政策引导和扶持

站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统筹钱塘江沿线海河

联运政策引导。从省级层面统筹跨区域内河主干航道建

设管理，统筹船闸运行效率整体管控，利用信息化手段

做好钱塘江干线已建富春江、红船豆、安仁铺、姚家、

小溪滩、塔底船闸，以及常山江、江山江、金华江规划

船闸的统筹调度，促进船闸一体化运行、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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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发挥宿迁内河集装箱运输物流体系优势赋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运河宿迁港成为“千里运河第

一港”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港口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择 10 个城市内河港口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因子分

析模型对运河宿迁港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运河宿迁港的直接发展能力相对于其他内河港所处

水平较低，而潜在发展能力处于平均水平。最后，提出完善绩效管理闭环体系、促进绿色临港产业发展、系统谋划临港

产业布局等策略建议。

关键词：内河港口；航运物流；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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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我国港口货物及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

第一，已经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水运大国，我国水运

作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交通强国战

略指引下，正在开启交通强国水运建设新征程。我国内

河货运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位，长江干线和京杭大

运河成为全球运输量最大的内河运输黄金水道。宿迁市

是长江三角洲北翼的一个重要内河港口城市，宿迁港

作为京杭大运河南北运输通道的重要节点，可以有效链

接高速路网与铁路。为充分挖掘大运河水上运输优势，

2021 年宿迁市办公室印发的《宿迁市扶持运河宿迁港

集装箱运输发展（2021 － 2023）年实施方案》中，特

别强调了对水运集装箱运输的补助，进一步降低运输成

本，推动港口经济发展，有利于鲁南、皖北等周边区域

的发展。自市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以来，运河宿迁

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不断创造新高，2020 年港口集装

培育海河联运市场主体，鼓励建设内河集装箱、散货运

输专业船队，对内河港口与航运企业“散改集”内河集

装箱业务进行扶持。完善促进各区域海河联运和内河集

装箱运输的财政补贴政策，引导内河集装箱运输“弃路

走水”，大力发展内河水运“散改集”运输，支持在浙

北、浙西地区设立“散改集”海河联运外贸起运港。

4.4 打造高效智能的内河水运信息平台

打造覆盖钱塘江水运信息平台，打通与宁波舟山

港、嘉兴港等沿海港口业务通道，建立涵盖水运设施、

监测管控、生产运营和物流服务等内容的高效水运信息

平台，促进内河水运设施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有效对接

长三角内河水运一体化运行。以交通强省和港航数字化

建设为抓手，推进新建港口智能化转型，以钱塘江中上

游衢州、金华等码头为契机，探索推进水运生产运营的

资源协同、调度合作、业务联动和信息共享，加强内河

水运港口、贸易、物流企业及公铁水集疏运网络等船港

货的物流公共信息的连通。建立政府、企业共享的动态

信息采集机制，助力货主货代与承运方之间实现需求供

给匹配，提高内河水运营商环境。

4.5 促进内河水运标准化与全程物流发展

利用“四港”联动建设契机，统筹内河港口设备标

准化配置，推广内河运输标准船型，促进内河水运业务

流程标准化。探索海河联运、铁公水联运“一单制”模

式，形成内河水运、海运、铁路、公路、货主按合同标

准共同约定高物权效力的统一单证格式。协调与内河水

运相关的多式联运经营主体在运输合同、票据单证、运

价计费规则等方面的全程互联互认。在内河水运信息系

统生成出多种海河、铁公水联运的全程物流方案并能够

在线办理，助力“一单制”业务实现。推进内河港口物

流园区开发，引进培育内河港口临港产业，并完善内河

水运大宗商品等物流交易与金融服务，延伸内河港口物

流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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