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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批并不沿海的长三角
城市，突然就成了港口城市。

上个月，湖州铁公水内河枢纽
港开港，港口所在的湖州上港码头
位于太湖南岸，与湖州铁路西站同
处于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区内。
开港后，依托上海港的辐射效应，不
仅能服务湖州当地，还可辐射浙西
北及皖南地区。

10 月 22 日，宣城定埠港首发集
装箱航线，同时港口二期建设已全
面开展，建成后预计年吞吐能力
1500万吨、30万标准箱，将成为苏浙
皖交界处的重要综合港；10月24日，
蚌埠港总投资10.5亿元的五河县城
南综合码头项目签约，即将开工建
设，建成后将优化皖北港口布局，打
造淮河航运中心。

很多人熟悉上海港和宁波舟山
港这样的海港。其实，长三角水网密
布，腹地许多内河港口的实力不容小
觑。2007年交通运输部核定的全国
28个内河主要港口中，有10个位于
长三角地区。其中，苏州港是全球第
七大货运港、全球第一内河港。

当下，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背
景下，长三角内河水运快速发展，将
有更多内河港口通江达海，吞吐量
越来越大。不过，目前内河水运发
展仍面临航道标准不高、联运中转
不够便捷等困境。长三角距离世界
级港口群目标还有距离，未来仍需
在完善海河联运、江海联运、海铁联
运等多种联运体系和港口协调合作
等多方面持续发力。

“进击”的内河航运

今年 7 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公布，其中，共同建设“水上
长三角”备受关注，长三角内河高等
级航道网建设、江河海集装箱联运
体系建设方案均作为一体化发展重
大事项被提上日程。

《方案》提及，将重点推动长江
淮河干流、京杭大运河、洋山港河海
直达通道和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
箱运输通道建设；高品质推进舟山江
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积极推动南
通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
建设，优化整合长江干线江海联运
港区布局和功能，合力实施“内河集
装箱高速公路”及碍航桥梁改建示范
性工程，构建分工协作、运转高效的
集装箱、干散货江海河联运系统。

除新建港口和码头外，近一个
月内，嘉兴、湖州等地相继发布首个

水运发展五年规划，旨在支撑当地
水运高质量发展。嘉兴提出，到2025
年，基本建成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
海河联运枢纽争创全国示范。湖州
则锚定了全国一流内河强港的目标，
计划建设干支通达的千吨级航道网、
打造港产城联动的现代化港口、构建
便捷高效的运输服务体系、发展先进
适用的绿色数字水运等。

相较于其他运输方式，长期以
来，内河水运以运能大、边际成本
低、环境友好等优势著称——一艘
1000吨级船的运力，相当于 20 节火
车皮，或者30多辆载重30吨卡车的
运能。此外，与公路每年因道路损
毁等原因产生的养护费用相比，内
河水运航道的养护投入更为低廉。

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水
运低碳的特点被进一步放大。有专
家测算，水运在减碳方面的难度比
水泥和钢铁等高耗能产业都更容
易，在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中，水运
的单位收入碳排放强度最低，比公
路低 66.6%，比铁路低 84.8%。由于
内河水运与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存
在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其在碳排
放强度上的优势因此成为“公转水”

“铁转水”的政策依据。

航运不只是“建码头”

尽管近年来内河航运发展提速，
但从事港航工作多年的绍兴市公路
与运输管理中心副主任吴惠国发现，
浙江尤其是绍兴等地内河航运的综
合利用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其中症
结在于高等级航道网尚未建立。

早年间，绍兴水运曾一派繁荣，
总量占绍兴运输量的60%以上。但
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绍兴的航道
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建设，主航道也

只是部分能通航40吨左右船舶。
直到2016年1月，杭甬运河宁波

段（东线）正式通航500吨级船舶，实
现全线通航以后，作为沿海城市的
绍兴才真正“通江达海”。那一年，
绍兴水运货运量超过120万吨；一年
后，这个数字迅速增长至 300 万吨。
杭甬运河的通航，带动了绍兴水运
经济的蓬勃发展，内河船舶的平均
吨位也持续提高。2017 年，绍兴全
市内河船舶平均吨位385吨，较2012
年的198吨几乎翻番。

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湖州。湖
州港已经连续多年吞吐量破亿吨，
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多年领跑浙江省
内河港口。

多式联运破题

“内河水运要发展，重点在于基
础设施投入。”吴惠国说，港口和码
头只是其中一部分，对航运而言，河
网密布有时候不一定是优势。湾
多、河窄、水浅、跨河桥梁净空不够
等都会影响通航能力。但内河航道
的整治和提升又涉及岸线、桥梁等
方方面面，投资大但见效可能很慢，
容易陷入投资不足导致效益不佳，
继而影响后续投资的恶性循环。“目
前，水运投资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并
不高。但其实航道同公路、铁路一
样，也是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一旦
形成规模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吴
惠国说。

好消息是，自提出“内河水运复
兴计划”以来，从水运投资和航道建
设方面，浙江正积极补短板。2016
年至2020年，浙江水运投资连续5年
位居全国首位，去年达到 204 亿元，
创历史新高。到去年底，浙江内河
补短板取得突破，基本建成京杭运

河“四改三”、杭平申线等一批标志
性航道工程，建成长湖申线西延等
千吨级航道 68 公里，四级及以上高
等级航道里程达1669公里。

不只是浙江。得益于京杭运河
和长江为主干的内河航道，早在2018
年，江苏就坐拥3455公里的四级及以
上高等级航道，里程数居全国各省区
市之首。根据江苏省“十四五”水运
发展规划，京杭运河苏北段和淮河入
海航道都被列入二级通航标准，可通
航2000吨以上的船舶。今年9月，安
徽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运基础设
施建设和管理的通知》，明确将建设
高质量“航道上的安徽”。根据规划，
到2025年，安徽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
达到2300公里、占全省航道通航里程
的40%。此外，安徽还将加快长江、
淮河干流航道整治，建成引江济淮航
运工程，沟通江淮航运，全面融入长
三角地区高等级航道网。

航道以外，长三角各地还寻求
从多式联运中破题。

比如，湖州港正以湖州铁公水
内河枢纽港建设为契机，整合邻近
的公路、铁路资源实现三种运输体
系的无缝对接。“港口所在的湖州
上港码头，按国际集装箱码头标准
提标改造，按洋山深水港无人码头
配置各类设施设备。上港集团将
利用其优质资源，通过衔接信息化
管理服务平台，延伸港口服务，在
湖州港设立上海港 ICT 中心。”徐
一丹告诉记者，未来，集装箱进入
湖州铁公水码头就视同进入上海
港，客户不需要再考虑中间所有的
转运环节，可以为当地制造业和外
贸企业大大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
流效率。

徐一丹认为，ICT项目会成为长
三角一体化物流发展的一种创新模
式，将内河港口和大型海港有效联
结起来，在现代物流领域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从而有效构建区域循环
新格局、服务国内循环大战略。

这是一种思路。当前，长三角
已基本形成了以上海港为核心，江
苏、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一体两翼”
结构。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向更深层
次发展，推动区域内的港口间优势
互补、深度融合势在必行。未来，通
过港口的区域化，借助海河联运、江
海联运、海铁联运等多种航运体系
的升级，可以将原本就已广大的腹
地进一步拓展、打通，或许也能给长
三角打造“世界级港口群”注入一针
强心剂。 据解放日报

长三角内河水运“复兴”
安徽明确将建设高质量“航道上的安徽”

2007年交通运输部核定的全国28个内河主
要港口中，有10个位于长三角地区

今年9月，安徽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运基
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通知》，明确将建设高质量
“航道上的安徽”。根据规划，到2025年，安徽四
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到2300公里、占全省航道
通航里程的40%。此外，安徽还将加快长江、淮
河干流航道整治，建成引江济淮航运工程，沟通江
淮航运，全面融入长三角地区高等级航道网

据新华社电 12月8日11时许，
随着载有76个标箱出口货物的“江苏
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从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货运中心
尧化门铁路货场启程，长三角地区开
行的首趟中老铁路（南京—万象）国际
货运列车正式开行。

首趟中老货运列车将经云南磨
憨铁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老挝首

都万象，全程3500余公里，预计运行
时间6天。列车主要装载了由江苏及
周边地区企业生产的我国援助老挝
的远程教育工程配套物资，以及建
材、电缆、电器、汽车配件等支持老

挝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物资，总计货值近 300 万美元，
货重超600吨。

为了确保列车及时、安全、顺利
运达，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南京海关等
企业及部门，在计划申报、通关模
式、跨关区协调、运输组织等方面进
行统筹协调。铁路部门落实、落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实行承运、吊
装、挂运“三优先”，提前挑选优质箱
源，做好空车车源调配，科学组织装
车和挂运，确保各个环节有序衔接，
高效运转。

长三角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