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WT 中国水运  2022·02  109

内支线集装箱船发展趋势
姜伟

（上港集团长江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上海 200080）

摘　要：针对当前长江航运发展，分析了内支线运输市场，对内支线集装箱船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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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运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运量大、成

本低、节能节地的优势。随着京杭运河、江汉运河、江

淮运河、浙赣运河、渝黔桂运河、湘桂运河、赣粤运河、

平陆运河等的相继建设或规划部署，正在形成“两横一

纵两网十八线”的中国水运网络布局 [1]，加速推进以水

运网络为依托，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

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提供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运输系统支撑。

随着“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

施，为长江等内河航运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2020 年，

长江货运量超 30 亿吨，长江流域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

46% 以上 [2]，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带。长江现有船

舶近 10 万艘，多是老龄、低效船舶，节能环保技术应

用不足，能耗大、经济性能差，智能技术匮乏，事故多、

安全性差，已不能有效承接产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

区战略转移的航运支撑，影响着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有

效发挥，迫切需要更新换代和改造升级。

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内支线集装箱船以其环保、安全、

高效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本文首先分析了内支线运输

市场状况，随后对内支线集装箱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结合长江航运状况对内支线集装箱船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分析，通过推行船舶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标准化，

使得长江航运更加安全、绿色、高效。

1 长江内支线运输市场状况
长江内支线运输市场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经从市场培育期过渡到成熟发

展期 [3]。目前，内支线运输市场呈现以下特点：

（1）内支线运输船公司众多。目前从事长江内支

线运输的船公司有 30 余家，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以

有干线船公司背景的公司，主要是为其远洋干线提供配

套服务；二是民营内支线船公司，经营手段灵活，既经

营船队，又有货代机构；三是以运输为主，充当公共承

运人角色，提供长江水路运输服务。

（2）内支线运输船舶大型化趋势。目前从事长江

内支线运输的船舶超过 500 艘，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

10 年前内支线集装箱船以 300TEU 为主力，5 年前内支

线集装箱船最大载箱量达 582TEU，2018 年开始，相继

有 5 条 1140TEU 内支线集装箱船投入营运。

（3）内支线运输班轮化趋势。为提高内支线运输

服务水平，减轻上海港码头拥堵的压力，自 2011 年开

始长江内支线船舶实行班轮化运营。目前，上海港至江

苏口岸主要港口以及武汉口岸的内支线班轮都已经全部

覆盖。内支线运输班轮化，对提高船舶的使用效率，减

少船舶在上海港码头的停靠都具有积极意义。

（4）内支线运输联盟化趋势。为降低成本、提升

服务水平，近年来内支线运输船公司间出现联盟化趋势，

从最初的相互买舱，发展到船公司间的互换舱位，以及

共同投船经营航线等。联盟化使得船公司不用投入巨资，

就能提供新的航班及航线服务。

2 内支线集装箱船特点
内支线集装箱船受到长江天然航道的制约，船长、

吃水及高度均受限，为满足航运市场大型化需求，往往

设计为宽扁型；另外为提高装卸载效率，基本上设计为

敞口。内支线集装箱船与其它船型相比有如下特点：

（1）吃水浅、装载量大、船舶平面尺度大。受航

道水深的限制，船舶吃水浅，市场大型化需求唯有向船

宽方向发展，从而形成船舶平面尺度大的特点。

（2）优异的浅水操纵性能。为适应长江航道的要求，

吃水较浅，且要操纵灵活，须具有良好的回转性、航向

稳定性等。

（3）宽扁肥大船型。为获得优良的经济性，内支线

集装箱船的方形系数大、傅氏数低，属典型宽扁肥大船型。

（4）航速成本低。内支线集装箱船受天然航道的

限制，航速较低，主机功率较小，使得航速成本较低，

单位载重吨对应的功率较小。 

（5）双机双桨双舵。航道水深有限使得螺旋桨浸

深有限，采用双机双桨设计，浅水时可获得更大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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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舵设计以获得良好的操纵性。

（6）舵面积较大。设较大的舵面积以获得良好的

操纵性。

3 内支线集装箱船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加大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投入力度，内支线

船舶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和契机。新一代载量大、

油耗低、节能环保、安全高效，适港、适航、适货的内

支线集装箱船相继研发成功并投入营运，推进长江船舶

朝着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3.1 船舶大型化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进步和发展，全球货运需求量强

势增长，伴随着枢纽港的出现以及航运技术的不断发展，

船舶大型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国内经济和环保的驱动，

内支线集装箱船舶也向着大型化方向飞速发展。2009

年武汉新港开港时营运的内支线集装箱船以 300TEU 为

主力，2012 年最大载箱量达 582TEU 的“盛大和谐”轮

投入营运，2018 年底千箱级 1140TEU 集装箱船“汉海

1 号”投入营运 [4]，随后 4 条同级别集装箱船相继投入

营运。大船代表着更先进的技术、更好的经济性和更友

好的环境保护，符合当前低碳经济、绿色产品的发展理念。

船舶大型化是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等国家战略所需，

对有序承接产业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人口密集

地区战略转移，提供经济高效的运输体系支撑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对加快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航运新格局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3.2 船舶绿色化

船舶是一个多系统融合的产品，绿色化是在全寿命

周期内节省资源和能源，减少或消除船舶产品造成的环

境污染，实现技术先进性、环境协调性和经济合理性。

它包含绿色材料、绿色设计、绿色制造、船舶污染治理、

绿色回收等方面的内容，采用先进的技术，经济地完成

功能和使用性能上的要求。

绿色船舶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技术先进性、

环境协调性和经济合理性。这三个要素互相制约、互相

联系，共同形成绿色船舶产品。传统船舶在强调技术先

进性和经济合理性，绿色船舶在此基础上还强调环境协

调性，即在其全寿命周期中要有效地节省资源和能源，

保护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只有将技术先进性、环境协调

性和经济合理有机地融为一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

绿色船舶。

绿色船舶技术研发及示范应用，船舶全寿命周期可

有效减少碳排放，充分发挥水运运量大、能耗低的优势，

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现。

3.3 船舶智能化

利用传感器、通信、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

段，自动感知和获取船舶自身、海洋环境、物流、港口

等方面的信息和数据，以大数据为基础，运用实时数据

传输汇集，结合数据分析、远程控制等信息化技术，在

船舶航行、管理、维保等方面实现感知、分析和决策的

智能化，使船舶更加安全、环保、经济、高效、可靠。

智能化是未来船舶发展的重点方向，2018 年底，

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科工局三部委联合发布“智能船

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经过三年努力，形

成我国智能船舶发展顶层规划，初步建立智能船舶规范

标准体系，突破航行态势智能感知、自动靠离泊等核心

技术，完成相关重点智能设备系统研制，实现远程遥控、

自主航行等功能的典型场景试点示范，扩大典型智能船

舶“一个平台 + N 个智能应用”的示范推广，初步形成

智能船舶虚实结合、岸海一体的综合测试与验证能力，

保持我国智能船舶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3.4 船舶标准化

内河航运具有运量大、投资少、成本低、占地少、

污染小的优点，发达的内河航运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产

物。长江货运量已占据全球第一的宝座，但其运输潜能

超 50% 未能发挥，远不及欧洲的莱茵河。

内支线船型百舸争流的状况限制着长江航运潜能

的有效发挥。推行内支线标准化船型，引领内河航运高

质量发展，深挖长江航运潜能，充分发挥标准化助推科

技创新、引领时代进步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方能推

动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

4 结论
船舶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已经成

为全球航运的大势所趋。结合内支线运输市场状况和内

支线集装箱船特点，本文对长江内支线集装箱船发展进

行了总结和展望，以期能更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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