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40 年来，紧紧围绕事关交通事业发展的全局
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等重大问题，一系列发展战略规划、产
业政策等重大交通决策支持技术研究相继展开。1989 年，
交通部在发展以综合运输体系为主轴的交通运输业总方针
指导下，提出“三主一支持”长远发展规划，为指导水运建设
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 年，交通部印发了《全国沿海港口发展战略》和《全
国内河航运发展战略》，提出了 21 世纪初叶沿海港口、内河
水运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成为沿海港口和内河水
运规划和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六大精神，2005年交通部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公路
水路交通发展目标》，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公路水路
交通发展提供支撑。

“十一五”期间，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部署，交通部相继
开展了《节约型交通行业发展战略研究》《建设创新型交通
行业发展战略研究》等战略研究，为推进建设创新型交通行
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和支撑。2006年、2007年颁布实施的《全
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指
导了沿海港口和内河水运的持续健康发展。

“十二五”期间，交通运输部配合国家发改委编制完成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组织编制了《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交通运输实施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
规划》等一系列重大规划，印发了《国家水上交通安全监管
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

“十三五”期间，交通运输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九大精神，组织编制完成了《中国交通现代化发展
战略研究》《智慧交通发展框架研究》等重大战略研究，组织
编制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家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2016 年调整）》等
规划，推进了《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全国内河航道与港
口布局规划》修订工作。2017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交通
强国的战略部署，组织编制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成为指导交通强国建
设的纲领性文件。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交通部始终重视交通产业政策研究。 1983 年，
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研究正式启动，其成果于 1986 年由国务院发布为交
通运输技术政策要点。20 世纪 90 年代，开展了《中国国际航运政策研
究》《社会主义水运市场发展和调控》等研究，对促进国际、国内航运市
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入 WTO 后，为适应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
及与国际接轨，开展了《加入 WTO 对我国海运业影响研究》《水上交通
安全对策研究》《中国港口对外开放政策研究》《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的研究》等一系列研究，对支撑我国更大范围、更广深度对外开放发
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五”以来，结合国家重大战略、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和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需要，交通运输部重点开展了综合运输与现代物流发展战
略与政策，交通运输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内河航运与国际航运发展政
策，交通运输节能环保政策，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政策，交通运输投融资
和资产管理政策，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体制改革，交通运输诚信体系建设，
标准化发展政策，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交通运输科技与人才发展政
策等相关政策研究。上述前瞻性、系统性产业政策的研究，为交通发展
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制定以及体制改革等提供决策支持，有力支撑了水
路交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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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口 发 展 由 弱 到
强，“两横一纵两网十
八 线 ”内 河 高 等 级 航
道 建 设 成 效 显 著 ；运
输 结 构 不 断 优 化 ，服
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人
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的 能 力 显 著 增 强 ；积
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 ，国 际 影 响 力 和 竞
争力不断提升……改
革 开 放 40 年 以 来 ，尤
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 来 ，水 路 运 输 行 业
不 断 优 化 顶 层 设 计 ，
从 发 展 规 划 制 定 、重
大 政 策 出 台 、法 律 法
规完善等方面谋篇布
局 ，为 我 国 水 路 运 输
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强
保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水运发展
基础薄弱。以港口为例，其吞吐能
力与国民经济、对外贸易发展不相
适应，沿海港口吞吐能力较为紧
张。而内河水运市场也处于计划经
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

谋定而后动，改革开放以来，在
事关水运发展的战略规划上，交通
部门始终高起点谋划，擘画水运发
展新蓝图。

在沿海港口规划方面，九十年代
初期，交通运输部提出了“三主一支
持”长远规划设想，在“港站主枢纽”
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加强了沿海主
枢纽港口建设。“六五”至“十一五”
期组织编制了沿海港口建设规划，

“十二五”“十三五”期编制了沿海港
口发展规划，在五年规划的指导下，
沿海港口布局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有力支撑了国
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为了进一步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以及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趋势，加快沿海港口建设，交
通部于 2001 年印发了《全国沿海港
口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沿海港
口规划和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06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全国沿海港
口布局规划》，有效指导了沿海各省
级港口布局规划、单港总体规划的
编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沿海港口
规划体系，引导了集装箱、煤炭、原
油、铁矿石等重要货类运输系统专

业化码头的合理布局，促进了沿海
港口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011
年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关于促进沿
海港口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有效
防止港口建设“过度超前”和低水平
重复建设。面对加快供给侧结构改
革的大背景下，交通运输部于 2014
年制定《关于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
指导意见》，对港口加快转型升级、
提升质量效益和服务水平提出了具
体任务和措施。2016 年，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
战略决策和部署，交通运输部组织
开展了《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修
订工作，谋划新时代现代化港口体
系的目标与路径，构建“高效、绿色、
富有竞争力”的沿海港口新格局。

在内河港口与航道发展方面，
自 2007 年《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
局规划》印发以来，我国内河水运规
划体系逐步建立完善。在全国布局
规划指导下，交通运输部编制实施
了《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
开展了长江、珠江等七大流域水运
规划修订研究工作，主要成果纳入
相应的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实施了
全国内河水运“十二五”“十三五”
发展规划。主要省市组织编制了本
地区内河水运发展规划，进一步细
化、提升了部分高等级航道规划标
准，提出了地区重要航道近 2 万公
里、重要港口约 130 个；组织编制了
内河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要港口总

体规划，部分高等级航道建设规划
等。为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发展要
求，交通运输部正组织开展《全国内
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修订工
作。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层次较为
清晰、体系比较健全、互相衔接配套
的内河水运规划体系，为指导内河
水运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引
领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快水
运市场的对外开放，一系列规章、制
度迅速建立起来。 2002 年 1 月，国
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
例》的实施，标志着在世贸组织的框
架下，中国国际海运业管理走向一
个新的里程碑，将与国际行业管理
接轨。同时，从加强立法、改革国际
海运管理方式，扩大国际船舶代理
市场开放，强化国际航运市场监督
管理，简政放权、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等方面入手，创造开放、透明、有
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以迎接入世。

此外，为了进一步推进水运行
业提质增效，相关政策指导意见也
纷纷出台。比如，交通部出台《关于
促进当前水运业平稳较快发展的通
知》《关于沿海港口健康持续发展的
意见》《关于交通运输推进物流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再如，为促进内河航运发展，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
运发展的意见》《关于依托黄金水道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
划》等。

为推进海运强国建设，国务院
出台《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交通部配套发布《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方案》。

为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关
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
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
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关于落实〈中
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的实施意见》相继出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入了
新的时期，水路交通法制建设开始
步入恢复和重建的轨道。改革开放
40 年来，水路交通的法制建设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78 至 1991 年，立法恢复发展时
期，主要是解决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和水路运输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
1992 年至 2005 年，水路交通立法快
速发展时期，法律制度建设得到同
步加强，现行有效的水路交通法规，
大多数是在这一阶段颁布的；第三
个阶段是 2006 年以来的十数年间 ,
是水路交通立法质量提升时期，我
国水路交通立法的工作重点已从原
来主要解决有无、填补空白逐步转
变到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提升立
法层次上来，作为综合交通运输法
律体系的重要一环，水路运输法律
体系日益完善。水路交通法治建设
从法律、法规、部颁规章等各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水路交通立法从无到有。1983
年《海上交通安全法》颁布，主要规范
了海上交通安全和应急保障涉及的
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海上交通管理
的第一部法律，也是交通领域的第一

部法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调整海上运输法律关系的基

本法——《海商法》，于 1992年颁布，
对船舶的取得、登记、管理，船员的调
度、职责、权利和义务，客货的运送，船
舶的租赁、碰撞与拖带，海上救助，共
同海损，海上保险等进行了规定，是我
国海运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法
律目前正在不断修订完善中。

2003 年《港口法》出台，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对港口事业进
行全面、系统规范的法律，填补了港
口立法的空白，并分别于 2015 年、
2017年进行了修订。

此 外 ，《航 道 法》于 2014 年 颁
布，2016年修订，主要规范加强航道
建设和管理，保障航道畅通，发展航
道事业涉及的问题，补上了水运发
展的短板。

法规完善工作亦“不甘示弱”。
1987 年《航道管理条例》颁布，并于
2008年修订，随着上位法《航道法》的
出台，目前正在推进开展修订工作。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于
2012年颁布，原名称为《水路运输管
理条例》（1987 年实施），于 1997 年、
2008 年修订，于 2012 年修订，名称
修改为《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主要规范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行为和
运输市场秩序、保障运输安全涉及
的问题。

《国际海运条例》于 2001 年颁
布，于 2013 年、2016 年修订，主要规
范国际海上运输活动及运输秩序涉
及的问题。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于
2002 年颁布，于 2011 年修订，主要
规范内河交通安全和应急保障涉及
的问题。

《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于
1993年颁布，主要规范船舶、海上设
施及船运货物集装箱安全航行、安
全作业所需技术条件涉及的问题。

《船舶登记条例》于 1994 年颁
布，于 2014 年修订，主要规范船舶
登记过程中组织程序、各方权利义
务等涉及的问题。

《船员条例》于 2007 年颁布，于
2013 年、2014 年修订，主要规范加
强船员管理、维护船员合法权益、提
高船员素质、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等
涉及的问题。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于 2009 年颁布，于 2013 年、
2014 年、2016 年修订，主要规范船
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
的防治及事故应急涉及的问题。

……
在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作

为法律法规的进一步细化与补充，
一系列部颁规章相继出台，为交通

运输部门的依法行政提供依据。
据介绍，与水运基础设施有关规

章主要有《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管理办法》《水运建设市场监督
管理办法》《水运工程施工监理规定
（试行）》《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与水路运输
有关规章主要有《国内水路运输管
理规定》《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管理
规定》《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规
定》《水路旅客运输规则》《国内水路
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等；与水上交
通安全和防污染有关规章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
任考试和发证规则》《水上交通事故
统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
低安全配员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引航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
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
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
定》《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等。

目前，以水路交通法律为母法，
以行政法规为子法，以部颁规章为
配套，以各地方出台的地方性法规
和政府规章同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水路交通法律框架体系日益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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