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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运：风劲潮涌征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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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米延长、一寸寸加深，如今，长江黄金水道不

断打破梗阻、扩能升级，含金量逐年提升，为沿江各地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水上高速路”承载着一条高质量

发展的“黄金经济带”，浩荡东来。

东海之畔，在“空无一人”的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

化码头，自动导引车来回穿梭，百公里外工作人员“隔

空取物”轻松作业，“智慧引擎”不断激发港口活力。

全球第一大船级社、全球第二大船旗国技术中心、

国内最大民营第三方船舶管理公司……近年来，“嗅觉

灵敏”的航运服务巨头纷纷入驻，对宁波国际航运物流

产业集聚区投下“信任票”。

高等级航道、高能级港口、高水平服务……一个个

场景精彩迭现，彰显今日中国水运的硬核实力和创新潜

力。随着“十四五”发展蓝图敲定，开局之年交出亮眼

答卷，水运业正在新航程上奋楫扬帆、逐浪前行，航向

更加清晰，号角格外嘹亮。

                      开局——“第一步”坚实有力

开局意味着先机，“第一步”至关重要。

2.53 万亿元——这是去年前 11 个月公路水路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最稳“压舱石”。

1000 公里——这是 2021 年我国新增和改善高等级

航道里程，至此全国高等级航道里程达到 1.62 万公里。

“毛细血管”韧性十足，让水运“大动脉”愈加强健有力。

2.8 亿标箱——这是 2021 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其

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约 1.6 亿标箱，为经济平稳运行、

畅通供应链提供了坚实保障。

……

一个个数据，成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水运展

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的生动注脚。

这一年，复兴的乐章奏响——

乌江复航后开启首次大规模全线航运。此前，在乌

江沿线，磷化工等产业带已有相当规模，大量适水货源

“翘首以盼”。“以较低物流运输成本实现‘黔货出山’

再也不是梦！”不少企业负责人这样感慨。

福建闽江水口水电站枢纽坝下水位治理与通航改

善工程一线船闸首次试通航。由此，“沉寂多年”的闽

江实现复航，每年可为流域过往船只节约运输成本近

14 亿元。福建交通运输部门有关人士说，“‘流’起

来的闽江，正在‘活’起来、‘火’起来。”

这一年，项目建设涌春潮——

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 6 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全面

完工并投入试运行，意味着吃水 6 米内的万吨级江海船

舶可常年直达武汉，形成一条“畅行鄂赣皖，通达江浙沪”

的“水上高速路”，将拉动沿江区域 GDP 增长 450 余亿元，

形成有竞争力的沿江产业走廊。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

是实现右江至珠江千吨级航道贯通、连通云桂两省区的

重要水运通道，项目完工后，1000 吨级船舶可从云南

文山富宁港通过右江、西江直达粤港澳，真正打通阻断

近 20 年的云南连通珠江走向大海的水运大通道。

这一年，海南创新多项制度布局未来，允许中资方

便旗邮轮在海南开展邮轮海上游航线试点业务，允许符

合条件的外籍邮轮在海南自贸港开展多点挂靠业务；山

东内河史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航道工程——京杭运

河济宁至台儿庄（济宁段）航道“三改二”工程顺利收

官；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广州港南沙

四期自动化码头首次完成全流程实船作业……

这是风雨兼程的行进，亦是攻坚克难的征途。这一

年，面对惊涛骇浪，水运行业在“压力测试”下展现出

韧劲和底气。

面对国际海运市场运价持续高位、境外港口拥堵、

集装箱“一箱难求”困境，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成

立国际物流保障协调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国际物流供应

体系建设，着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上海

港“千里运空箱”，为外贸企业补充集装箱供给，并与

马士基、达飞等国际航运企业合力打造上海港东北亚空

箱调运中心，成为集装箱周转“蓄水池”；中远海运集

团保持稳定运转，2021 年在全球承运货物 13.6 亿吨，

货运周转量达 3.87 万亿吨海里……从中央到地方、部

门到企业推出一系列举措，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

                          定向——擘画蓝图启新程

方位明确，才能把准航向；航向清晰，方可行稳致

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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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国际新形势对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这是《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简称《规划》）

对行业发展形势作出的判断。

“‘十四五’时期，水运行业将进入攻坚短板、创

新驱动、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必须加快攻坚内河水运

和港口集疏运体系短板，充分发挥水运比较优势和潜力；

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数字赋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提

高水运服务效率、品质和发展能级；必须深化改革，创

新港口规划、岸线审批等管理手段，完善港口经营、多

式联运等体制机制。”《规划》明确指出。

规划先行，既是蓝图指引，也是行动决心。

一个目标干到底——到 2025 年，新增国家高等级

航道 2500 公里左右，基本连接内河主要港口。世界一

流港口建设提质增效，保障能力适度超前。智慧绿色安

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支撑国家战略能力明显增强。展

望 2035 年，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水

运体系基本建成，为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

列的交通强国做好支撑。

八大任务“划重点”——集中攻坚，重点建设高等

级航道；强基优能，打造高能级港口枢纽；统筹融合，

推动联运高质量发展；降本增效，发展高水平水路运输；

创新驱动，引领智慧水运新发展；巩固提升，推进绿色

平安新发展；开放拓展，提升水运国际竞争力；深化改

革，提升管理能力与水平。

这是一份有举措、有节点、有力度的“任务书”，

引领水运行业在“十四五”时期下好新时代“大棋局”。

谋篇——精谨细腻“工笔画”

先落棋盘，后落棋子。“十四五”开局以来，各地

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谋篇、主动布局，将发展“任务书”

细化为一张张“施工图”“路线图”，描绘出水运行业

“成长坐标”。

“后发”如何赢得“先机”？唯有革故鼎新，与时

代共舞。

“江西水运建设迎来了进位赶超大发展的‘春

天’。”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厅长王爱和表示。

作为水资源大省，江西在发展水运上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基础薄弱，水运资源优

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水运建设相对滞后，水运发展一

度成为全省交通运输体系中的一个“短板”。

王爱和表示，近年来江西不断加大水运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推动水运市场做大做强，为解

决好江西水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坚强支撑。

特别是赣江、信江千吨级航道今年全面开通后，江西省

高等级航道里程将接近 1000 公里。“下一步，江西将

持续在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力，争取在交通

运输领域争创一批全国先进，打造一批江西品牌，实现

江西交通在全国更有特色、更有地位、更有影响。”

作为水运大省，2021 年福建港航建设提速见效。

建成投产罗屿 40 万吨铁矿石泊位、古雷 15—19# 公共

液散码头，新增生产性泊位 10 个、货物通过能力 1228

万吨，改善航道里程 49 公里。今年福建将继续做好“海

上文章”，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的东南沿海港口群，持续推进厦门东南国际

航运中心和福州国际深水港建设，推动大型公共液散码

头连片开发，强化港口通道枢纽和保障供应链畅通功能。

“近年来，重庆交通系统紧紧围绕‘西部陆海新通

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等战略定位，加快构建融入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助推西部

陆海新通道成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桥梁和

纽带。”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交通

局党委书记、局长许仁安表示，重庆交通将从提升通道

能力、提升物流效能等多方发力，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

通网络，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行能力和衔接水平，推

动重庆加快成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

新通道联动发展的战略性枢纽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围绕做活“水文章”，

各地正锚定目标、实干争先，淬炼水运高质量发展“好

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