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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黄金水道资源禀赋
——湖北加快长江水运建设调查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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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连接我国西南、华中、华东三大经济区的交通运输大动脉，

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2022 年，

三峡枢纽航运通过量达 1.6 亿吨，再创历史新高。湖北作为长江干流

流经最长的省份，该如何用好黄金水道资源禀赋，释放经济发展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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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赋予湖北“建成中

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新

定位的同时，明确提出加强武

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发

展沿江港口铁水联运功能，优

化中转设施和集疏运网络。这

为新时代湖北航运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水运大省，湖北现代

航运服务仍有待提高，存在多

式联运衔接不畅、高端航运服

务发展不够、高端人才数量不

足等问题，须进一步提高航运

服务质量，努力推动湖北打造

高水平内陆“新沿海”。

一是健全多式联运服务体

系。着力优化调整运输结构。

加快发展内联外畅、干支结合

的集装箱运输网络。着力提高

多式联运发展水平。加快推进

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

着力发展现代物流。推进港

口、航运企业融合发展。不断

拓展物流服务功能，构建以物

流信息系统为基础，以运输、仓

储为主要职能，服务职能不断

完善的现代物流体系。

二是健全航运交易服务体

系。依托集装箱公共订舱平

台，聚集长江上下游资源要素，

做大做强集装箱订舱业务。依

托船舶交易机构，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国际船舶交易基地。依托航交所，推动贸易流、

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数字化改造，打造集全要素、全

流程和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云上航交所”平台。

三是健全航运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航运金融

产业布局，积极开展租约合同融资、单船公司股份抵押

融资试点；创新航运金融业务，发展船舶融资租赁、航

运保险业务，做强船舶保险、海上货运保险等传统保险

业务；开展航运金融衍生品业务，构建航运衍生品交易

平台，争取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拓展期货交割、离

岸金融结算等新业务，提高航运企业融资竞争力。

四是健全航运信息服务体系。加快智慧绿色航运

工程建设，借助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加快推进智

慧港口、高效绿色示范航道等项目建设；推进航运信

息融合发展，依托“云上多联”平台，促进不同运输

方式有效衔接，增强货源在湖北的聚集效应；打造航

运信息特色平台，推进“互联网+航运”电商平台发

展，推动航运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联盟合作，提高航运

要素配置效率。

浩荡大江，奔腾至海。长江作为连接我

国西南、华中、华东三大经济区的交通运输大

动脉，2022 年，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35.8

亿 吨 、集 装 箱 2427 万 TEU，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6.5%。作为长江干流流经最长的省份，

湖 北 拥 有 通 航 河 流 230 条 ，可 通 航 里 程 达

9066 公里，高等级航道里程达 2090 公里，位

居全国第二位。

在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中，湖北是如何加

快水运建设，促进流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

局、服务对外开放的？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

入长江沿线港口、园区、企业，寻找答案。

“水上高速”通江达海

1 月 30 日，湖北宜昌白洋港，江轮港盛

1603 鸣笛靠泊。稍作停留后，这艘满载液蜡

石的货轮沿江而上前往重庆。“三峡水库蓄水

后，航道条件得到改善，行船更安全了，船舶

实现了大型化、标准化。如今，货轮从宜昌到

重庆仅需两三天，营运成本降低，航运效率得

到大幅提升。”宜昌上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总经理熊卫平告诉记者。

水运运量大，成本低，仅为铁路运输成本

的 1/5、公路运输成本的 1/15，适合煤炭、钢

铁、工业产品等大宗货物运输。熊卫平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标准集装箱，从宜昌到武

汉的运输成本为 200 元至 300 元；陆运 1 公里

的成本就为 10 元。

近 10 年，水运已成为三峡库区的主要运

输 方 式 ，由 原 来 占 库 区 货 物 运 输 周 转 量 的

30%增加到 70%。千里峡江成为连通中国东

中西部发展的“水上高速公路”，加速推进了

上游水运与沿江经济快速发展。

就在江轮港盛 1603 沿江而上之时，“华航

汉亚 1”轮集装箱班轮已从武汉阳逻港出发顺

江而下，通江达海抵达韩国釜山港。这一上

一下，长江黄金水道串起了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显现。

1 月 22 日，武汉阳逻港，龙门吊、桥吊起落

不停，数千个集装箱堆垛成“山”，重型货柜车

与码头工人穿梭其间。不多时，“华航汉亚 1”

轮集装箱班轮就满载着化工产品、汽车零部件

等出口货物在此起航，驶向韩国釜山。“以前外

贸货物出口，一般先从武汉装船，再从下游的

江苏、上海等地换大船出境，中转环节和不确

定因素多，极易造成货损率、货差率提高。”中

外运湖北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必丹说。

2019 年 11 月，武汉至日本关西集装箱直

达航线开通，这是长江内河（南京以上）第一

条国际直航航线。一年后，“日本—武汉—欧

洲集装箱水铁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开通，来

自日本的货物可直达阳逻港，无缝换乘中欧

（武 汉）班 列 ，发 往“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

2021 年 10 月，武汉至韩国釜山近洋集装箱直

达航线开通，成为中部地区首条直达韩国的

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如今，湖北及周边省

市的产品源源不断出口到日韩等地，所需时

间 从 近 半 个 月 缩 短 到 一 周 ，节 省 成 本 约

20%。”李必丹介绍。

据统计，2022年武汉港国际直航航线实现

运输量约 3.16 万标箱，同比增长 128%，直航业

务量连续 3 年稳居长江中上游首位。目前，武

汉港已形成一个以武汉至上海为轴，以长江中

上游港口至武汉新港为“内陆辐”，以上海至全

球为“远洋辐”的全球性江海联运网络。

江河滔滔，其势在畅。黄金水道成色如何，

物流是否便利畅通是重要指标。据测算，航道

水深每提高 0.1 米，2000 吨级的货船就可多装

载 170吨左右货物，长江中游航道寸水寸金。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刘亮介

绍，近年来，长江航道部门落实中央资金 280

亿元，推动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实施，加快基础

设施和支持保障体系建设，目前已建成一批

标志性重大工程，实现了 5 万吨级海轮直达南

京、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3000 吨级船舶直达

重庆。一条延绵 2808 公里的“水上高速”连贯

东西，长江航道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港口整合串珠成链

港口，是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潜能的主引

擎，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助推器”。

从资源禀赋看，湖北“得中独厚”“得水独

优”——境内长江通航里程 1038 公里，高等级

航道里程 2090 公里，分布 4 个主要港口、14 个

重要港口，数量均居长江沿线省市前列。全省

港口吞吐量、集装箱量、水路货运量连续多年

居长江中上游首位。

然而，从“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

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多个国家重大战略层面

看，湖北港口资源存在“小散乱”的尴尬，总体

落后于其他沿海、沿江省份。“起个大早，赶个

晚集”。早在 2014 年，湖北在全国率先迈开港

口资源整合步伐，但整合力度较弱，整合层次

停留在市级层面，存在发展缓慢、功能单一等

问题，港口效益不能有效发挥。资料显示，浙

江通过港口资源整合，“宁波—舟山港”实现

一体化发展。如今的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

吐量已超过 12 亿吨，是世界上货物吞吐量最

大的港口。

“港口整合是湖北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最大

效应的‘关键之笔’。”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钟芝清说，从国际国内一流港口的成功经验

看，整合是实现港口做大做强做优的必然选

择，也是现代港口发展的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去年 4 月，湖北改革重组成立了湖北港口

集团。这次改革重组整合了全省沿江各相关

市州政府、省属企业港口资源，实施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构建了“以武汉港为龙头，鄂东

南、宜昌荆州港为两翼，汉江港为延展”的全

省港口规划、建设、管理、运营一体化发展格

局。改革重组后，湖北港口集团港口年吞吐

能力达 2.56 亿吨、集装箱年吞吐能力达 493 万

标箱，码头覆盖的通航里程达 1545 公里。

“港口是重要的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港

口资源聚集程度、港航事业发展水平，是一座

城市、一个区域通江达海能力的重要体现。”

湖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涂山峰告诉

记者，目前集团有 3 个主要发展方向：努力建

设武汉国家级中欧班列区域性枢纽节点，提

升通往阿拉山口和北部湾的国际通道功能；

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统筹长江、汉江港口

功能，加快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加强

长江、汉江、清江流域的上下游统筹、左右岸

协调、干支流互动。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的触角最敏感。

以发展多式联运为突破口，一个个港口成为

湖北承接沿海地区产业链、资金流、物流“西

进北上”的磁场洼地与中部地区原材料加工、

产品低物流成本配送的枢纽。

玖龙纸业集团将进军华中的立足点放在

了监利市白螺镇——这里，许广高速与武监

高速交会，长江黄金水道近在咫尺，千吨级船

舶在荆州港监利港区完成木屑原料卸载后，

又满载成品纸穿江出海。史丹利年产 20 万吨

新能源材料项目及相关配套项目则落户松滋

市 临 港

工 业 园

——正在建设的疏港铁路将串联焦柳铁路与

车阳河港，产品可通过铁水联运辐射全国。仅

仅 93 天，华鲁恒升投资超百亿元的项目落子

江陵县——这里，浩吉铁路与长江黄金水道十

字交叉，有天然铁水联运优势，华鲁恒升的产

品在此“下江进海”，辐射沿江城市和华中地区

以及沿海城市，能缩减近四分之三运输时间。

为更好配合国家能源战略，湖北将煤制

气、煤化工与物流产业等作为省级战略与省

级重点项目实施，助力全省培育发展万亿元

化工产业集群。江陵县规划落地煤炭 9000 万

吨，其中 3000 万吨可通过铁水联运系统输送

至沿江地区，余下 6000 万吨在江陵消耗转化。

在长江边的荆州煤储基地一期码头，湖

北荆州煤炭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志恩向

记者介绍，基地堆场一期已投入使用，13 条煤

堆场可静态堆存煤炭 305 万吨，建成的 6 个泊

位年吞吐能力可达 2100 万吨。“通过基地转运

可以大大缩短煤炭运输时间。过去，货物通

过国铁或海运需要 20 多天才能到达客户手

中，周期长且转运次数多，直接造成运输成本

上涨。如今，货物到江陵仅需 1 天，再到客户

手中最长不过四五天，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

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可靠性。”

江陵县委书记全运宝表示：“将继续构建

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港

城一体的水运体系，发挥公、铁、水、空立体交

通网作用，建设涵盖煤炭、煤化、粮油等多种大

宗商品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铁水联运大宗商

品物流基地，建设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区。”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国际铁路、国际机场

等基础设施，湖北形成了联通欧美、辐射中

亚、衔接日韩、链接东盟的中部陆海空通道，

促进了“通道带动贸易、贸易聚集产业、产业

反哺通道”的口岸物流经济良性循环。

生态航道人水和谐

长江承担了沿江地区 83%的煤炭、85%的

铁矿石与 85%的外贸货物运输。长江大保护

对长江航运中产生的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

求。湖北正着力构建绿色航道、绿色港口、绿

色船舶等组成的绿色水运体系。

建成生态护岸 15.4 公里，修复水域面域

60 平方公里，营造生态固滩面积约 1.46 平方

公里，将 204 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荒滩”变成

“绿洲”⋯⋯日前，试运行一年多的长江干线

武汉至安庆段 6 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顺利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正同步释放。水下，

带孔鱼巢砖与透水框架的神奇组合，让生态

涵养区里“万物生长”，营造出一座座鱼虾欢

腾的水下“生态乐园”；水上，万吨船舶正在这

条世界上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中往来穿梭。

“工程建设时，我们在戴家洲、张家洲等

河段试点建设生态涵养区，营造出适合鱼虾

水草成长繁殖的‘水生生境’。”长江航道部门

有关负责人介绍，武安段工程生态航道建设

成效日益显现，工程试运行至今，各大保护区

江豚数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拍到它们

在水上嬉戏的画面。

“呜⋯⋯”1 月 14 日，随着嘹亮的汽笛声

响起，LNG 双料混动货轮“祥牛 13”号在枝江

市宜昌船舶工业园内正式下水，“气化长江”

再添绿意。“与传统柴油动力船相比，我们

定制的这艘 LNG 双料混动货轮能大大减

少油污与废气排放，有利于长江大保护。”

来自重庆奉节的明泰船务公司负责人徐正

国说。

记者在宜昌船舶工业园看到，27 艘货轮

正在加紧建造中，一大半均为纯电、油气电混

合动力、LNG 动力船舶。全世界目前电池容量

最大的纯电动游轮“长江三峡 1”号，就是去年

1月在该工业园建成的。“‘长江三峡1’号首航至

今，累计行驶超过 5000 公里，运行过程实现零

噪声、零污染、零排放，有效保护了长江环境。”

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军说。

湖北省委军民融合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湖

北正积极构建推动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

示范体系，形成“1+3+N”试点示范工作整体

格局，即：一个省级总方案，武汉、宜昌、十堰

3个市级子方案，以及一系列支持举措。

其中，武汉市将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纳

入高端装备产业重点内容，全力推动产业

提质升级，2022 年船舶产业实现收入 430

亿元，同比增长 11.2%。下一步将围绕打

造绿色智能化内河航运中心，建设国家绿

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建造集群。宜昌市

提出打造全国内河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示范

区、长江中上游最大绿色智能船舶制造基

地，带动该市航运、旅游和相关服务业发展，

形成千亿元级产业链。十堰市将发挥丹江口

库区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库区航运、

旅游产业绿色化升级。

沿江而上，记者欣喜地发现，使用清洁能

源 的 船 只 越 来 越 多 了 。 如 今 ，长 江 经 济 带

5000 余艘船舶完成受电设施改造，三峡坝区

客船使用岸电实现全覆盖。在宜昌市三峡通

航综合服务区，只见一艘艘货轮均接上了岸

上的电源。

“我们这艘船如果用燃油机发电，1个小时

耗油成本近 80元，还会造成很多污染。现在，综

合服务区推行绿色能源服务，采用船电宝、岸电

桩等方式为待闸船舶供电，基本没污染了。”待

闸的“翔渝908”船船长李永胜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宜昌市三峡通航综合服务区

每年可为三峡坝上待闸船舶供应电能 680 万

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883 吨，一氧

化碳排放约 5.09 吨。

“您有‘新长江 06055 轮’的订单请处理。”

在宜昌秭归临江坪待闸锚地，通过“净小宜”

可查看周边污染物接收船舶在线情况和实时

距离，点对点接收船舶污染物。为确保污染

物 100%上岸，湖北实施了船舶生活污水达标

排放管与应急排放管“双铅封”“双盲断”。其

中，武汉市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配备垃圾、生活

污水与油污水处理装置才允许下水，并在港

口布置了 2000 多个垃圾回收装置，实现船舶

污染物与港口污染物接收处置垃圾全覆盖。

如今，“船上储存、交岸处置”的“零排放”

治理模式在长江全线推广，长江干线常年航行

的 3.3万艘内河船舶全部完成生活污水直排管

路电子铅封，生活污水基本实现“零排放”。

图为长江武汉段图为长江武汉段。。殷殷 黎黎摄摄

在长江宜昌段在长江宜昌段，，绿色航运体系初步建成绿色航运体系初步建成。。刘曙松刘曙松摄摄

在湖北秭归三峡在湖北秭归三峡

国际旅游港国际旅游港，，长江游长江游

轮使用绿色岸电轮使用绿色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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