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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汇聚 向海图强

浙江海河联运奏响新华章

如果说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是海河联运谱新篇的五线谱，那么优质的
海河联运服务，便是一个个跃动的音符。浙江以创新促效益，推广“散改集”、

“公转水”，整合空箱资源，推行“港到门”，实施“一企一议”，实现货物由港口到
企业门口快速直达；同时，为统筹区域空箱调度管理，增强海河联运箱源保障
能力，浙江加快打造浙北箱管中心，以宁波舟山港为依托、以嘉兴港为支撑，建
设海河联运集装箱箱管中心。

此外，强有力的补助政策，则以强势姿态带动企业乘势发展。自 2019 年
起，浙江采取直接让利企业和降低港口物流通道成本相结合的方式，年均投入
3000 万元补助资金，用于促进运输结构调整、降低物流成本、服务外贸企业；推
出海河联运、乍浦支线物流模式组合产品，倡导“促散改集、弃陆从水”理念，为
企业节省 100-500 元/标箱不等的物流成本。

“选择内河水运替代传统公路运输，不仅是交通运输面向绿色、低碳发展
的体现，更是为了降本增效，提升效益。对于企业而言，与通过母港直接陆路
运输的成本相比，‘公转水’模式能为腹地企业节省上百元的单箱成本。”浙江
海港内河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河联运模式一经开启，便为浙北腹地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64
标箱集装箱航线的开通有效提升了内河水路运输的船舶装载率，降低了腹地
货主企业的物流成本，极大提升了码头至‘乍浦-宁波’海河联运航线的竞争
力。”长兴港务有关负责人介绍。以长兴海信工厂为例，原本企业主要走公路
运输到乍浦，现在 64 标集装箱航线开通后，企业立即调整运输方式，弃路走
水。接下来，包括永艺家具、爱康广电、安吉赛文家具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外贸
企业都可以通过已开通的 64 标箱集装箱航线顺利出海。与此同时，相关陆路
运输压力得到缓解，陆路运输产生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得到有效遏制，“环保
通道”更加健康。不仅如此，海河联运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虹吸效应”，可吸引
更多的企业前往水运沿岸布局，对全省产业结构、经济转型等有莫大益处。

推进海河联运，是加快建设世界第一强港的重要支撑，是推动“现代化内
河航运体系示范省”建设的重大牵引。接下来，浙江交通将紧抓海河联运的契
机，乘势而为，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发力，加快建设高等级航道网，奋力当好
海河联运建设主力军。

浙 江 交 通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构建

“一体两翼多联”全省海洋港口发
展格局，进一步培育稳固现有浙
北集装箱箱源，拓展对苏南、皖南
地区的市场空间，拓宽长江沿线、
中西部的物流通道，努力提高宁
波舟山港陆向腹地和市场综合竞
争力，推动宁波舟山港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强港”。到 2024 年，三层集装箱船舶可通达嘉兴港；到 2025 年，内河
集装箱运力突破 1.8 万标箱，全省海河联运货量达到 6000 万吨，集装箱海河联
运量突破 200 万标箱。其中嘉兴港集装箱海河联运吞吐量突破 160 万标箱、比
2020 年增长 300％以上。

浙江交通以“立
足浙北，辐射浙西，
拓展省外”的总体思
路，着力打造海河联
运“大枢纽”，内河港
口相继完成杭州下
沙、湖州长兴、德清、
桐乡宇石等 16 个海
河联运泊位建设，嘉
兴海宁、独山等海河
联运作业区建设加快推进，实现浙北地区新增集装箱海河联运公共泊位 50 个以上。
同时，浙江积极申报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推进湖州铁公水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衢
州四省边际多式联运枢纽港建设工程等一批试点示范工程建设。2023 年 11 月，全省
内河集装箱航线增至 54 条，外贸精品航线实现内河地市全覆盖，腹地延伸至长三角
内河主要城市。

嘉兴作为全省海河联运的枢纽，同时拥有海港、河港——嘉兴港、嘉兴内河港，是
全省海河联运发展的“心脏”。浙江交通进一步优化嘉兴港“一港三区”功能布局，推
进沿海万吨级和内河千吨级专业化码头建设。目前嘉兴港已拥有外海万吨级及以上
生产性泊位 20 个、海河联运内河 500 吨级泊位 33 个，已开通 4条近洋航线，2条外贸内
支线，12 条内贸航线，以及 21 条海河联运内河班轮航线，海河联运量稳居全省第一，
海河联运枢纽建设效能进一步发挥。到 2025 年，嘉兴港要建设成为长三角海河联运
枢纽港，确保建成外海万吨级以上泊位超 50 个，万吨级泊位数和港口吞吐能力省内
仅次于宁波舟山港。内河泊位超 100 个，推进码头技术改造和功能调整，推动实现海
河直达运输。

构建高等级航道网是水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浙江加快形成
以内河千吨级航道为基础，干支衔接、通江达海的内河高等级航道网络，初步
形成较为完善的海河联运基础设施。“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水运投资超 1400
亿元，连续 7 年位居全国首位。相继完成杭平申、京杭运河“四改三”等重大项
目，建成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打通乍浦塘海河联运“最后一公里”，内河船
舶通行能力从 300 吨级提升到 1000 吨级，实现全省所有设区市通江达海，全省

“一体两翼多联”海河联运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放眼外海航道建设，鱼腥脑航
道建成通航，打通杭州湾海上“断头路”，万吨级以上船舶来往宁波舟山港与嘉
兴港的通过能力提升至 53.1 艘次/日，实现翻番。航行距离缩短约 130 公里，每
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约 2.6 亿元。嘉兴港在长三角海河联运中的枢纽功能和
世界一流强港重要北翼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此前，浙北集装箱航线的
营运船型主要以 36 标箱集装
箱船为主，64 标箱集装箱船
甚至更大船型将逐渐成为主
流船型，提升航道通航能力
迫在眉睫。浙江交通港航部
门 聚 焦 目 标 导 向 与 问 题 导
向，边调研、边破题，边攻坚，
边深化。省市企联动实施，
以“设施扩能、组织提效、保
障提级、服务提优”四大举措
及“1234”总体思路，采用“分
地区、分航道、分航段”的形式，对各航道的基本情况及碍航桥梁、转弯半径、碍
航管线、服务区、锚泊区等现状与问题展开调查，绘制并更新通航卡点“一张
图”，“一点一策”破解碍航管线、弯道、浅点等堵点卡点 13 处，拆、改碍航桥梁
24 座，圆满完成乍浦-海昌段、海昌-长兴段等共 300 余公里 64 标箱船舶实船试
验和通航安全论证，创新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乍浦塘“一水一监”监管机制
改革，制发三个通航规则，成功举行浙北海河联运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全
面构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新机制，保障浙北海河联运安全畅通。

船舶是海河联运的关键。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省内河集装箱运力突破 1.7 万标
箱，同比增长 5%；集装箱海河联运量快速增长，从 2015 年的 36.5 万标箱增长到 2022
年的 143 万标箱，年均增速超 21%。航道条件的改善加之海河联运需求的快速增长，
为船舶大型化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浙江明确提出加快组建集装箱海河联运“大船
队”，不断推进船舶改造提升，推动运输集箱化、标准化。先后培育形成年运量、年代
理量均超 10 万标箱的骨干运输、货代企业各 5家。

目前，浙北集装箱营运
船型主要是 36、48、64 标箱
三 种 ，分 别 占 比 57.3% 、
22.3%、20.4%。据省港航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浙北海河联运典型航
线运距（150km）测算，采用
64 标箱船型比 36 标箱船型
单航次运力增加 77.8%，单
箱运输成本下降 22.9%；单
箱运输碳排放减少 19.2%。
船舶大型化速度将明显加
快，海河联运运力结构进
一步优化。浙北地区相关
航运企业将优先投入 64 标箱船舶运营，预计到 2024 年 48 标箱以上船舶运力占比将超
50%。针对浙北内河集装箱主通道建成后的航道条件，浙江将加快研发三层集装箱
船舶，最大限度发挥高等级集装箱主通道效能。

继2023年8月底桐乡宇石—嘉兴乍浦64标箱集装箱航线开通后，同年12月28日，杭州下沙、湖州长兴、湖州德清至嘉兴乍浦三条64标箱集装箱航线相继
开通，浙北地区64标集装箱航线实现全覆盖。回望浙江海河联运的铿锵步履，浙江用“向海图强、海河联运”八个字，打开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发展途径。

推动运力结构迭代增效打造海河联运枢纽港

发挥水运经济辐射作用利搭建浙北陆海互联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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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联运作为水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推世界一流强港建
设的重要内容。2023 年 2 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浩在全省加快实施世界一流
强港建设工程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快速度更高标
准更过硬措施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建设。2023 年 11 月，副省
长柯吉欣在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示范省推进会上
强调，要把建设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示
范省作为“省之大计”，全力以赴加
快推进、抓好落实，为当好

“两个先行”开路先锋贡献
港航力量。一项项指示、要
求为构筑海河一体发展新
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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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运力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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