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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长江航运市场将持续稳步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解决长江航运中运输市场不规范、物流业

务协作程度低、航运物流资源的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发展。本

文在分析国内外类似信息平台及沿江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围绕业务链协同和价值链协同采用政企合作

模式开展平台建设的思路，分别从建设目标、建设框架、建设内容展开论述，并分析了平台价值和市场前景，为推动长

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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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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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格栅排出船外，不仅对海底阀箱进行保护，也可以对

极易发生海生物附着堵塞的海底格栅进行防护，但这种

方法需对两个海底阀箱轮流操作。

4 结束语
海洋环境中，高湿度、高盐度等复杂的腐蚀环境，

导致海洋服役材料更容易发生腐蚀，但这仍然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容易使管理人员忽视，随着新型材料的应用，

我们的管理理念也应该随之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把日常

工作做到细处，根据故障现象，具体分析，将与之相关

的设备综合考虑，尽快排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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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

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国物流业进入

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新阶段。长江作

为我国唯一贯穿东、中、西部的水路交通大通道，凭借

其巨大的运能和重要的区位优势一直发挥着其他运输方

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江航运业的通道价值和产业地位

逐步提升。为落实《国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数字

交通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等国家战略部署，围绕打造绿色高效的现代物流系

统、积极推进物流全程数字化、发展现代物流高端服务

经济等发展要求，在长江航运物流领域，着眼于长江航

运物流全要素、全链条、全流域，从推进现代物流发展、

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角度，需研究构建功能完善、技术

领先、富有活力的长江航运物流信息平台，推动长江航

运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发展。

2 国内外建设现状

国外物流信息平台按照功能分成物流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电子政务物流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平

台几类 [1]。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是全面有效整合建设

的各类信息系统和分散的信息资源，为相关企业和社会

公众提供物流信息服务和物流市场监管服务，典型代表

如荷兰中立物流信息平台和韩国综合物流信息系统；电

子政务物流服务平台是全面整合物流相关部门手续办理

业务，面向市场提供信息查询、电子化业务办理等功能，

面向行业管理部门提供物流活动的信息化监管服务，典

型代表如德国港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电子商务物流服

务平台是为采购商、供应商、运输企业、第三方物流企

业、海关、金融服务等机构提供供应链上各环节的数据

交换和资源共享 [2]，如美国 TradeBeam 公共信息平台和

欧洲多式联运实时信息平台。

近年来，国内各种类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大量涌

现，根据平台建设运营模式可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平台、

政府主导市场合作型和市场主导型平台。政府主导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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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运营等活动完全靠政府职能部

门或下属事业单位完成 [3]，政府直接参与提供公共信息

服务，如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政府主导市

场合作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初期以政府投资为主，中期

引导企业基于平台开展增值服务，后期政府逐渐淡出，

如河南八挂来网；市场主导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 100% 是由私营的物流企业或 IT 企业决定，

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

但这种模式下缺失有政府公信力的信息资源，限制了物

流行业的整体快速发展，如锦程物流网。

综上所述，国内外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正处于

逐步完善阶段，并积极研究新一代的信息通信技术与物

流业务的融合，加速推进物流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每

一种模式都要面临如何处理好商务功能与政务功能的关

系、公共服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

3 沿江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现状

长江航运物流行业涉及的点多、线长、面广。近年

来，沿江各省市围绕航运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有序开展，

针对物流信息资源整合和物流信息服务做了一些尝试。

长江航务管理局建立了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汇集并整合形成了长江干线港口、航道、船舶等

10 大数据库，建成了集装箱物流公共信息系统、危险

品物流信息系统、船货信息系统、综合查询及分析系统

和统一的平台门户。

沿江省级交通主管部门主导建设各省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围绕电子政务服务、物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

服务，以提供交通物流公共信息服务为主，但更多关注

公路运输信息服务，对于多种运输方式的联运关注较少。

沿江航运交易所围绕航运货物交易、船舶交易、航

运信息发布、航运人才信息服务等建设了区域性服务网

站，功能较全，运行稳定，在重庆、武汉、南京等上中

下游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沿江物流创新企业，在长江航运物流信息化建设方

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江苏金马云物流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的平台围绕货盘、船盘交易已实现线上交易

超 2 亿元；南京长江船服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面向船

舶后服务市场建设的平台用户数量逐步扩大 [4]，2020 年，

公司已冲过盈亏平衡点，运营局面打开。

4 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总体思路

4.1 建设目标

贯彻落实国家交通强国、数字交通、长江经济带发

展等战略总体部署，紧密围绕长江航运物流相关船企、

港口、货主、货代、多式联运企业、沿江港航管理部门

等用户需求，综合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

技术，运用“互联网 +”的思维，搭建长江航运物流公

共服务平台，打造覆盖长江航运物流全环节、全要素、

全主体的集政府公共服务、行业监管、数据交换以及企

业资源匹配、增值服务等内容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平台。

从业务链协同的角度，依托政府投资建立长江航运

物流企业、物流相关主管部门间的数据通道，依托长江

航运数据中心，实现跨区域、跨运输方式、跨部门的物

流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建立以长江航运物流企业为主

要数据源的物流行业运行动态数据采集机制，长江航运

物流动态数据采集区域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实现物

流宏观决策分析；实现无车承运人、多式联运等重点领

域的监测监管，推动逐步形成运用大数据加强物流市场

主体服务和监管新模式。

从价值链协同的角度，依托企业投资建立围绕长江

航运物流资源优化配置的航运交易撮合匹配平台，依托

数据交换共享，促进形成更规范、更透明的长江航运市

场，实现长江航运物流成本降低；建立围绕航运资源交

易的增值服务平台，提供金融、保险、船舶后市场等服

务，重构长江航运物流商业生态。

通过平台建设，最终形成跨区域、跨运输方式、跨

部门、跨政企的物流信息高效共享的“信息枢纽”以及

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服务门户”，面向沿江港口企

业、航运企业、物流企业和行业监管单位，提供分层次、

分类别、分专题的长江航运物流相关信息服务，形成政

府市场间、市场主要信息平台间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

长江航运物流信息网络生态。

4.2 建设框架

长江航运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内容如图 1 所示。

平台依托统一内外网门户，通过商业化营销及推广

手段吸引港口企业、航运企业、沿江物流平台、保险机

构、金融机构以及后市场服务等专业企业入驻，扩大用

户数量及规模，逐步形成覆盖服务范围广、入驻商户及

用户数量多、流量大的长江航运物流信息平台。

4.3 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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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长航局作为政府部

门，围绕物流政务服务建设的统一物流公共信息服务、

监管信息共享、决策支持服务等业务链协同服务；另一

部分是为充分发挥企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采用政企联

合建设的模式，针对物流业务协同、物流资源共享与交

易匹配、供应链金融、大数据产品等价值链协同提供相

关服务内容。具体建设内容包括：

（1）公共信息服务：围绕物流电子政务服务、物

流基础信息服务、多式联运信息服务、物流全程可视化

服务、长江航运诚信信息服务、货运电子单证交换服务

等内容开展建设，打通政府和企业、各类交通运输方式

的数据共享通道，推进各部门之间、各类运输方式之间

的信息交换、互联共享、资源整合，实现跨部门跨行业

的业务协作，实现全过程数字化和可视化管理，并构建

长江航运行业单位信用评价体系，推进行业治理转型升

级。

（2）监管信息共享：围绕物流监管信息共享服务

开展建设，依托政府整合完善物流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与国家物流平台、沿江各相关企业、行业管理单位、

区域性交换节点等的交换共享通道，为长江航运物流链

各参与方提供物流监管信息共享服务；围绕网络货运平

台监管服务开展建设，接入沿江港航相关单位所建网络

货运平台，对网络货运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信息化监

测，规范经营行为。

（3）决策支持服务：以辅助政府部门更好地履职

履责为目标，围绕长江航运物流运行监测分析、长江航

运经济运行预测预警、长江航运物流业务发展评估等内

容开展建设，重点面向长江沿线如长江航务管理局、沿

江各省厅港航管理局等管理部门，以各类经济运行信息

的汇总和统计分析数据为基础，实现对长江航运物流总

体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分析，实现长江航运发展和经济

运行的预测预警，实现对长江航运物流发展评估。

（4）交易撮合匹配：打造船港货一体化的航运交

易撮合匹配服务，在整合物流资源信息的基础上，提供

图 1 长江航运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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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交易信息和船舶交易信息的发布与交易撮合服务，

协助货主、船代、货代、物流企业等航运物流链主体完

成找货源、找船源、网上交易、在线支付等活动，实现

海量物流资源和货源信息优化匹配，有效降低空载率，

提高物流效率。

（5）其他增值服务：随着平台接入主体的数量逐

渐增加、汇聚的数据资源逐步形成规模，围绕服务内容

扩展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如扩展船舶后市场服务，面

向船方提供优于市场价格的船舶维修及保养、供油服务

预约等服务；扩展供应链金融保险服务，面向中小型企

业提供航运保险信息服务、船舶交易鉴证服务、船舶融

资信息服务等；对平台积累的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提供大数据运营、价值链增值等数据增值服务。

5 平台价值与市场前景

5.1 平台价值分析

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将全面汇聚长江航运从业人员、

船舶、航运企业、港口企业、物流企业的数据资源，为

平台企业在线交易和服务提供准确权威的信息，提高市

场透明度，引导市场规范化发展，并为行业管理部门的

日常监管、行业规划、宏观决策等职能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平台的建设还将为企业提供权威、可靠、易

用的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企业获取公共信息的成本，线

上交易也将为相关企业主体降低商业经营成本。

5.2 市场前景分析

长江航运市场主体多，开放性强。2021 年长江干

线货物通过量超 35 亿吨，创历史新高。长江水系 14 省

市内河水路运输企业 3700 余家，港口企业 2000 余家，

拥有水上运输船舶 11.29 万艘，全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200 万人，每年对沿江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达 2000 亿元

以上，间接贡献达 4.3 万亿元以上。随着长江流域经济

的持续稳定发展，长江航运市场将持续增长。长江航运

市场当前的规模和发展势头，将足够支撑打造一个长江

航运物流信息高效共享平台的可持续运营。根据平台建

设内容，预测平台前景如表 1 所示。

表 1 平台市场前景分析

6 结语

完全由政府建设运营的平台功能单一，无法为长江

航运物流链条上的各主体提供全面的服务，而完全由企

业建设运营的平台缺乏政府公共信息的支撑，无法保障

平台运营的公信力。因此，本文提出采用政企合作建设

的模式，打造一个有活力、可持续的长江航运物流公共

信息平台，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和企业商业目标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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