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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水运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设探讨
陈含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周口市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交织成网，形成三位一体的大交通格局。周口因港而闻名，沙颍

河自古以来就是通航河道，入淮河，汇入长江。发展内河综合航运体系，促进商贸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创收是周口市

的历史机遇。以发展水运为主多式联运，增加有效运输力，联动中原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带。对周口市水运发展现状进

行梳理，对其水运特点及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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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数据自动采集、现场生产作业透明和生产经营一

体化。

5 预期效益
智慧港口建设在港口规划建设阶段，主要以保障工

程质量，加强港口形象宣传和内部企业管理为主。在港

口正式运营阶段，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将大大提升港口的

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在港口生产作业期间，一批数字

化业务系统的应用将能大大降低港口作业成本，公共物

流信息平台、商务网站等业务系统将为港口拓展更广阔

的港口腹地范围，安全生产管理和应急保障平台的运行

将大大加强港口危险源的辨识、预警，降低港口运行风

险，加强港口的安全管理，提高港口在遇到安全突发事

件时应急处置能力。

6 结语
我国智慧港口建设方兴未艾，大型综合性港口在智

慧港口规划和建设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内河中小

型港口由于自身基础和发展阶段，有开展智慧港口规划

和建设意愿和需求。本文分析了内河中小型港口在不同

发展阶段的智慧港口建设需求和目标，从数字化业务应

用系统、智慧化辅助决策平台两个层级，给出智慧港口

规划和建设的方案和建议，以期对中小型港口智慧化建

设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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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海港通航

历史悠久，是一个航运发达，商贸繁荣的内陆码头。作

为河南四大名镇之一，其曾在历代政治、军事、文化和

经济交流和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1]。据史料记载，周

口地处““燕赵楚之冲，秦晋淮泗之道”。为淮河流域

物资集散重要集散中心。由于众多因素影响，未能配建

过船设施，航道一度中断。近年来国务院推行加快《全

国内河航道和港口布局规划（2006 年－ 2020 年）》中

明确将沙颍河航道作为国家五级天然航道被列入进来，

恢复航运运营 [2]。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也给周口港带

来了发展的新生机，新的活力融合为周口市经济发展提

供了动力。随着沙颍河安徽段耿楼、阜阳段船闸陆续建

成，贯通淮河、京杭大运河、长江航道海上丝绸之路。

周口建设真正实现了“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

海”东拓西连，填补了中原交通空白，成为了中原地区

港城的具体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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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口水运发展现状

海上运输是货物流通重要途径之一，发达健全航

运体系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全球 90% 以上贸易通

过海运完成。沙颍河起源于河南省伏牛山脉的外方山，

是淮河第一大支流。全场 619km，河南段长 404km，周

口段长 168km，安徽省段长 215km[3]。沙颍河河南段由

3 段组成，中断沙颍河周口至漯河段于 2011 年开工建

设目前已经具备通航条件。上段沙颍河漯河至平顶山段

于 2015 年开工建设，下段周口市至省分界段经过多年

修缮于 2009 年正式开始通航使用。船舶从周口港出发，

经安徽入淮河，经洪泽湖、京杭大运河进入长江。依托

于周口市未来规划和整体发展布局，周口港分为中心港

区和沈丘、淮阳、西华等 8 个港区。沙颍河周口以下水

域共设立码头 40 多个，具有代表性码头为周口中心港

区、商水港、沈丘港区刘湾作业区、郑启港机码头、项

城港区亿嘉码头、沈丘港区纸店码头。港口的开放预计

可提供岗位船舶驾驶和维修相关从业人员 2 万余人，运

载重吨货物近 90 万吨。根据 2014 年统计的数据结果显

示，周口港吞吐量达 647 万吨，航运企业完成货运量 2，

300 万吨 [4]。周口颍河虽正式开通运营，但是人们运输

思维的观念还没有接受和改变，货运量也较少。周口市

政府积极开通上游至漯河的水上运输长廊，向西于漯河

开通水上经济互通，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发源于郑州

的荥阳，沿途经过郑州、开封，历史上是重要的商贸物

流通道。2017 年实现吞吐量达 700 多万吨，占整个港

口总吞吐量比重 96%，其中主要以煤炭、砂石、本地

产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 [5]。周口市拥有航运企业

19 家，增加了经济收益。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

导下，政府大力鼓励支持下，有助于恢复周口港航运经

济的复苏和区域经济转型，完全实现周口市水运的复航

梦，加快周口市水运事业持续有效发展，构建周口市和

谐新局面。

2 周口市水运特点及问题

沙颍河水运系统疏通，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中心

码头不断建成，使周口市成为连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

点。河南省政府和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对周口市水运项目

进行全面评估和论证，大力支持周口市水运建设和发展
[6]。周口市水运特点为：①运输容量大，运量大。公路

运输已经不能满足特长、特大、特重货物运输，且已经

趋近于饱和，水运可以减轻公路运输的压力。对于煤炭、

化工、粮食、建筑材料沙石建材等物资水运创造了更加

便利的条件。②地缘优势，降低能耗。周口地处黄淮平

原，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是国家重要的粮、

棉、油、肉、烟等主要产区，也是国家黄牛、山羊等畜

牧业及养殖业出口基地。蕴藏资源可以对外输送，促进

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发展水运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降低能耗。相同条件下，水路运输耗能更少。水运建造

成本低，但在运输成本上相当于铁路的三分之一，相当

于公路的七分之一，更加节能环保。③航道自然条件优

越，保护生态环境。沙颍河上游关联平顶山，漯河两市，

优越的地理位置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水运畅通带动旅游

经济的发展。水利部门大力投入也增加了河岸抗御风浪

的能力。同时水运可降低噪音，尾气的排放，不用占用

耕地，利用天然航道实现货物的运输。④符合国家航运

发展长期规划，沙颍河、漯河水运工程先后被列入国家

水运通道布局规范项目中。国家计划通过融合开发实现

全段高等级标准通航。

国家政策支持下，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周口市

水运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水运事业仍存在

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①航道规模小，基础

设施建设有待完善。总体项目规模比较小，航道等级较

低，航道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通航力差。港口存在小、

散、乱、杂等问题。通讯设备，航道工作船只不足，装

卸效率较低，且自动化程度不够等。②缺乏对港口建设

的整体规划。周口市水运建设项目主要依靠财政部和交

通部的补贴，建设投入资金匮乏。周口市没统筹出台港

口、岸线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在货物运输过程中，未能

将污染物和食物进行区分，需要解决岸线资源统一整合

规划。③船舶运输统一标准程度低。沙颍河目前船舶较

多，主要以装载力小，运输量小为主。增加了运输的成

本，也阻碍了船舶在通行过程中过闸等候时间，降低了

运载效率。④港口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水运运输货物

类比较单一，业务范围只涉及装卸存储业务。其它集装

箱运输、多运联动，口岸物流，货物转运销售等港口功

能待开发。

3 周口市水运发展的建议

沙颍河的成功通航为周口市水运事业创造了辉煌，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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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大好形势下，

周口市应明确统筹政策导向，统一建设规划。加强港口

管理制度建设，引导规范经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航道、船舶和港口等。抓住更多融资机遇，加大对水运

工程建设的投入，在运输管理、区域布局、网络构建和

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提升。

3.1 加强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硬件设施

增加资金投入，推进和完善港口配套设施建设，兴

建主要港口如周口中心港区、商水港、沈丘港区等规模，

形成具有规模的绿色港口。切实提高港口运载效率，提

高港口吞吐量。周口市应建立公交、铁路、水运、航空

等物流综合交通运营网络体系，拓宽运输途径。拓宽河

闸桥宽度如沙颍河汉阳路段，避免因河面宽度阻碍交通。

采取系列措施加强航道治理，提升航道等级。提升航道

养护标准和船舶过闸能力。

3.2 加强信息网络化建设

互联网智能时代，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现代

物流的支持，要提高对港口腹地辐射能力，构建信息化

网络平台。建设相应的航标和通讯信息系统，提升水运

运载安全的同时，也能提升现代物流企业管理水平和管

理效益。建立信息化交通港口码头，场站、运输公司等，

实现多模式联运，创新思维，降低运输成本，整合资源，

避免资源浪费。

3.3 政府提升政策扶持导向，整合港口总体规划

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和制定港口总体规划与建设

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制定岸线利用和码头布置规划，将

岸线、码头、货物等资源进行功能布局。将周口市口岸

建设作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政府应积极推行企业营

运改造，实施大宗物品实行水运，鼓励出台正确税收和

交通引导。谨防放弃水运选择陆运，增加运输成本。加

强国家交流合作，疏通运河要道，开通国际合作水运班

列，将国内产品输送出去，将国外产品输送进来。依托

水运，打造沿岸特色旅游资源。挖掘精品特色的旅游线

路，以民族民俗特色设立精品旅游项目，带动服务业的

发展，促进商贸业发展，形成贾鲁河－郑州－周口经济

绿色走廊。加强与上下游金融圈的合作，对接京广高铁，

围绕长三角、珠三角展开合作。汲取发展经验，以经济

带带动周口市经济发展。

3.4 建立船舶标准化，推进多式联运

通过一系列政策和行政管理措施打造船舶标准化，

专业化，提升船舶运营能力。降低船舶多、小、杂所造

成水运路堵塞，提升船舶安全技术性能，提高基础设施

的利用率，降低运输成本。建立多模式的联运举措，实

现水运、公交、铁路、航运等多途径整合，提升不同运

输方式互联互通的能力。

4 结语

周口市作为河南省唯一通航地级城市，具有丰富的

运营经验和悠久的水运历史。也是河南省经沙颍河、淮

河沟通长三角地区的水运门户。随着水利枢纽工程的不

断完善和竣工，中心码头和港区建成投运，河水通道疏

通，沙颍河在实现常年通航目标上又跨出了一大步，也

为实现周口市水运复航梦登上了新的台阶。但是机遇和

挑战是并存的，为更好地发挥周口市水运特点，带动地

区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收益。应加大政府、企业、人员

间合作，加强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硬件设施。配

套的设施建设能保证长久水运运营稳定。政府提升政策

扶持导向，整合港口总体规划。规划未来发展的路径，

整合多元化产业发展。以水运为基础，打造特色精品旅

游业发展。政府应给予政策扶持，制定水运税收政策，

给予适当的补贴。规划周口市多式联运模式，实现水运、

公交、铁路、航运等途径整合，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加

强信息化网络平台建设，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建立信

息化交通港口码头，场站、运输公司等，提升现代物流

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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