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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运及港口的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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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产品及货物流通速度的快速飞升，质量更高、体量基数更大的国内外商品拥有更为

广阔交流空间，作为货物运输承载量最大、成本最低的运载方式，海运方式一直是众多供应商首选运送方式，承载大

型船舶的内河与港口为航运提供必要基础，本文将从河运航运无法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原因出发，围绕内河航运与港

口建设提供针对性建议，为提高航运运输效率，促进水路运输行业进步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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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如今，我国境域内拥有大大小小江河近乎����条，河流总长度已经突破了���万公里，同时我国拥有绵长的

海岸线，拥有大大小小港口百余个，共同承载起国内货物运输重任。与港口相比，我国内河错落有致，河水在流经不

同地貌与地质时会产生一定自然涡流效应，导致我国内河无法有效利用，运输量呈现逐年缓步下降的趋势，对于此类

问题本文将系统性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本质原因，并针对性提出建设性建议，为缓解沿海港口运输压力，促进航运运

输行业普及和运输效率的飞升。

1��目前内河航运得不到充分合理利用的主要原因

�����人们对内河运输存在意识性偏差

进行河运的目标群体往往在货物体积与质量上超出了一定限制，其在选择时空传递时，往往大型配送站或铁路运

输是货主首选的运送方式，河运运输是退而求其次之选，此种情况的出现将影响河运发展，更多人选择陆运而不是内

河运输无法提升河运收入，相关从业人员在面对运输境况往往逃离内河运输行业，转向了其他行业以谋生。纵然在内

河运输相对发达地区，其运输模式依然得不到群众认可。在群众潜意识中，内河运输适合于点对点精确运输，即同时

具有内河点的城市才有资格进行物质运输，同时在人们潜意识中只有将货物运送至内河运输站后才能进行运输，而货

物到达目的地后，货物接收者同样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货物的接收工作，当然这种方式是群众臆想出来的方式，也是

更多人流传的运送模式，他们没有对河运运输方式进行深入了解与尝试，这一起只是道听途说的结果。河运输以船舶

为主要运载工具，众所周知，船舶具有载重量大、纵向和横向容积较大等多元化优点，但其运输速度相对较慢，更多

人在错误的意识中认为内河运输与海上运输速度相匹配，即国内几百公里的货物运输往往会在河间行进五至八天才能

到达目的地。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人们对于内河运输意识存在偏差，意识性偏差会在不同人群之间逐渐传递，导致区

域性对内河运输了解程度不够深入，甚至与船运运输之间产生一定隔阂���。

�����跨区域管理局限性

国内内河运输以跨省运输居多，河流在流经不同城市时会受到不同省份法规限制，导致最终运输过程中出现跨区

域管理局限性，简单说同一船舶在经过不同省份时应严格遵守地方内河运输规定，同时也应遵守地方环保规则。正是

地方与地方在环境管理，船舶吨位管理上存在差别导致船舶在不同省份时需经过较为繁琐的检查工作或递交相应船舶

许可，由于一艘货船装载基数庞大，检查同时也是相对繁琐的过程，跨区域管理的局限性是影响内河航运运输时效性

主要因素，中央与地方形成的“九龙治水”的情况一直存在，为内河运输行业从业者提供了更多阻碍。部分船舶具有

省内流动许可，其货运手续、船舶保险、人员资格证件都已完全具备，但在跨区域流动时，却依然遭到河运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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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盘查或克扣加大了内河航运运输的普及性���。

�����河运运输成本投入较大

与陆运相比，河运运输成本相对较大，从业人员在获得对应从业资格证书后需购办专用船只，以中等偏下质量的中

型玻璃钢纤维货船为例，其落地价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所有手续齐全后其价格俨然超过一百五十万，这对一般家庭是

一笔不小的费用。船舶由于在水质情况未知区域行驶，河中富养化生物会附着船底以及螺旋桨，最终导致船舶单位海里

耗油量增加，增加行驶阻力以及行驶成本，所以船舶在投入使用一定周期后需进行上岸养护，其每年稳定支出在三万至

十五万元不等。船舶作为浮于水面的大型运载设备，需购买货物保险，以防突发情况出现，造成货物损失，同时船舶的

行驶路线应进行统一规划调配以及上传，避免两船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虹吸现象，船舶之间在行驶过程中应保持较

远安全距离，预留安全缓冲区，保证彼此安全的同时也确保一船出现突发情况不至于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

�����基础设施相对不健全

内河运输与港口运输需成套体系，包括装载、路线规划、船舶对接、卸载、运送进程，但与陆运运输、铁路运输

相比，我国内河航运基础设置相对不健全，在货运高峰期出现时，部分内河港口由于装载能力有限，更多船只出现排

队现象。不但影响船只进出港，同时增加秩序维持与管理的难度。由于内河港口处于远离城市中心地带，在实现运输

进程中需与当地陆运进行签署协议，实现中继性传递式运输，为货主提供运输便捷性。但部分内河运输港口为缩减开

支执意要求货物人员将货物直接送达港口，增加了运输成本，更多货物需从产地到港口，港口到目的港口，目的港口

到目的地三次运输，无限制延长了运输的时效性，导致运输可选择性增加，同时也是内河运输有效竞争力直线下降的

主要原因。

2��针对内河航运及港口建设的建议

�����多举措宣传河内航运与港口运输联动性转变群众意识

正是部分群众对河内运输存在片面化了解导致不成熟、不成体系的思维观念在人群中船舶，多数人正是被这种

相对不够成熟的意识引导后对河内运输存在一定偏见，导致河内运输口碑下降���。介于此种情况，相关部门应做好宣

传，切实了解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多渠道并举改变群众片面性意识。由于河水与海岸线沿岸水质情况以及密度存

在差别，同时河内运输通道往往无法提供给大型越洋货轮稳定行驶，所以内河航运将会有效桥接港口运输的运输方

式，其吞吐量大，运输效率高。相关单位可聘请公共形象良好的公众人物对河内航运运输进行推广，带领事业单位人

员实地参观河内运输流程以及河内运输带来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从思维意识具有一定先进性人员入手，通过链式传递

特性逐渐影响更多人。利用电视、网络架构优化广告设计，在保证运输安全性同时营造出内河运输同样可是激进性的

运输模式，综合宣传利用固有的河道资源，振兴内河航运事业，促进与船舶制造、运输相关的上游、下游行业的蓬勃

发展。

�����统一管理打破跨区域管理局限性

无论何种地区或何种河流都没有理由拒绝一艘拥有正常手续、以及合法营运手续船只通行行驶，国家的认定具有

强制性法律效力，地方理应放行。在统一管理过程中应注重船舶流过带来的经济效应，兼顾经济效应与绿色环保效

应两者兼并，充分发挥河流对经济以及自然大环境的综合性促进作用，打破区域管理局限性首先应修正执法人员综合

行为意识，提升其思想廉洁意识，确保法律法规正确起效，而不是部分人员作为不良执法的凭借，全体执法人员应互

相监督，竞相为过往船只提供有效、洁净的运输环境而不懈努力。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快推进内河运输一体化进程，让

全国不同地区、排量大小存在一定差别的大型货轮能够在国内所有河道内稳健行驶，共同促进物流与综合运输行业的

飞速发展，推进内河港口信息化建设，使全国河域范围内货船行驶情况能够动态展示在后台终极指挥中心，让所有船

舶的实时行踪通过数据以及点云展示在后台监管系统中，加强对全国范围内船只安全管理，做到对从业员人员生命负

责，对货运人员的货物安全负责。

�����多渠道并举降低投入成本

政府与地方财政应肩并肩合作，点对点处理河运过程中出现成本过高问题，以实现在河运运输领域的减税降费。

让内河运输从业人员在购买船只时，可灵活选择贷款模式，可自行选择边工作边还款的方式来以月份时间周期逐步

还款，降低还款压力。创设加油补贴，由于大型货运货船承载量巨大，单位时间能源消耗量巨大，在进行燃油加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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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大量资金倾入，适当性提升燃油补贴额度将提升行业工作人员工作热情，鼓励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港口运输行业

工作中。降低成本才能使得运输价格降低，更多行业才能有更为充裕的发展空间，降低成本也应通过各个方面加以落

实，优化智能管理信息费用收取模式，实现动态性、按行驶时间与里程协同并入性收取，优化运输产业与运输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为更多船舶提供必要性以及基础性支撑。

�����加快港口工程建设步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港口设施分为公用基础设施、经营性基础设施和港口企业经营设施，当前区别不同的设施性质，实现投资主体的

多元化，已成为港口建设的大趋势。根据《港口法》第��、�O�条规定，地方政府应当保证必要的资金对港口公用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加大基础性设施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组织建设与港口相配套的航道、铁路、公路、

给排水、供电、通讯等设施，同时与相关单位牵头，与当地陆运公司达成合作，并采购专用卸载与转载设备，提升货

物综合运载效率。明确公用基础设施与港口配套的疏运设施的建设维护是政府部门的责任，配套性基础设施修建工作

并非最终终点，而是城市优化发展布局，拓展发展方式的新起点，省、市人民政府在公共财政中应将港口公共基础设

施投入列入政府预算支出项目，并仿效国内部分港口城市的做法，设立港口建设维护基金．专门用于港口公用基础设

施和部分经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惟有基础性设施数量不断提升才能营造更好的内河运输环境，为提升运输质

量与运输效率贡献力量。

3��总结

我国资源辽阔，市场主体巨大，实施河内水运主通道与港口枢纽发展路径规划将优化我国水运发展模式，提升相

关人员的工作紧迫性。充分利用内河资源进行运输不但可以降低单位体积货物资源消耗量，同时还可做到低碳绿色环

保运输，在内河港口建设中应注重沿海地区港口联动性建设与发展，多渠道并举宣传内河运输可靠性与可行性，提升

群众对内河运输的主观性意识，降低运输投入成本，挖掘河内资源，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我国运输行业不断

进步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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