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CWT 中国水运  2021·12

发展智慧港口等技术创新 促进供应链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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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 月 16 日，交通运输部赵冲久副部长线上出席亚太智慧港口发展论坛，并在致辞中就发展智慧港口

等技术创新，促进供应链高效运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阐述了观点，本刊节选如下（标题为编者所加），

敬请关注。

2008 年至 2010 年，亚太港口服务组织（APSN）
在中国举办了系列活动，非常高兴今年亚太智慧港口发
展论坛在中国举办，使我们能与各位同仁共商“发展智
慧港口，促进供应链互通互联”，共同推动落实亚太经
合组织 2040 年愿景的有关目标。

港口和航运对保障亚太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畅通至关重要。今年 10 月，中国举办了第二届联合
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指
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已成为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技术支撑，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
流。11 月 1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提
出促进数字时代互联互通倡议，支持加强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 

水运是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
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
易额最大的经济体，海运服务网络联通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主要港口。2020 年中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有
2592 个，全年货物吞吐量完成 145.5 亿吨，其中万吨级
及以上集装箱泊位有 354 个，全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 2.6 亿标箱。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交通运输部
及时优化调整有关疫情防控措施和修订发布港口、船舶
船员疫情防控相关指南，并分别通过亚太港口服务组织
和国际海事组织向全球推荐；我们加快港航作业单证电
子化，推行无纸化、非接触式作业，数字赋能行业转型
升级。在中国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的港口保持开放、
畅通运转，率先实现货运港口全面复工复产，确保出口
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担当。

取得上述发展成就，离不开中国对交通运输科技创
新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们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智慧港口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到
2020 年中国累计建成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9 个，在建码
头 7 个，自动化码头的设计建造技术、港口机械设备制
造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此外，我们已基本完成中国
智能航运产业发展路线图的制定，在船舶、航保、监管
等相关领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攻关与工程试点示范，全
面协同推动港口与航运的智慧发展。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我们应高度关注
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动

智慧港口和航运的合作发展，积极应对抗击疫情与经济

复苏面临的诸多挑战。为此，我提出以下三点倡议。

第一，依靠发展智慧港口等技术创新，推动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运行。新冠肺炎疫

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

冲击。中国愿与亚太各经济体密切合作，携手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港口的

智慧转型发展可为全球大宗货物贸易运输网络提效能、

扩功能、增动能发挥关键作用，我们愿与各经济体一道

开展有关智慧港航发展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建设基于

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货物运输“绿色通道”，推动地

区经贸合作持续稳定发展。

第二，通过发展智慧港口等技术创新，不断深化亚

太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各经济体只有开放包容、互联

互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同赢。在港航网络建设方面，

我们应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硬联通”和相关配套制度规

则的“软联通”，我们应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

图、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的全面落实，

促进数字互联互通合作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三，借助发展智慧港口等技术创新，协同促进区

域包容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

家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现绿色增长和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在港口领域，我们愿与各方开展务实合

作，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港航设施设

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亚太经合组织 2040 年愿景提出的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关注区域平衡、可持续和包容增长等目标，与中国

坚持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高

度契合。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

港航智慧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加强同各经济体基

础设施互通互联。

我们诚挚感谢亚太港口服务组织为推动港航数字

化转型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中国将继续大力

支持亚太港口服务组织秘书处的有关工作，深入推进港

口航运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创、共

享亚太繁荣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