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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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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1北外滩
国际航运论坛致贺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长江保护法》3月1日正式施行

【关键词】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新闻回放】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第二届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在北京成
功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
发表题为《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
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主旨讲
话，站在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前途命运
的高度，深刻阐释可持续交通发展的重
要意义，明确提出推进全球交通合作的

5 点主张，郑重宣布中国为全球交通发展贡献
力量的务实举措，并赋予了交通成为中国现代
化开路先锋的新使命新定位。

【行业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充分彰显了中国推

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为和历史担当，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进一步
凝聚了广泛共识，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为推进全球交通合作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为推动我国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汇聚了磅礴力量。

【关键词】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
【新闻回放】
2021 年 11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 2021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致贺
信。习近平指出，航运业是国际贸
易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世界各国
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纽带。在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航运
业为全球抗击疫情、促进贸易复苏、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了积极
作用。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

克时艰，顺应绿色、低碳、智能航运业发展新
趋势，深化国际航运事务合作，全力恢复和保
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促进国际航运业健
康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

【行业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高度肯定了航运业的突

出作用，对航运业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
方向。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的举办，对推动深
化国际航运事务合作，促进国际海运业健康发
展，全力恢复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发
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
【新闻回放】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简 称《规 划 纲 要》）。《规划纲
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便捷
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
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实体线网总规模合计 70万公里
左右（不含国际陆路通道境外段、空
中及海上航路、邮路里程），其中高
等级航道 2.5 万公里左右。沿海主

要港口 27个，内河主要港口 36个。
【行业影响】
《规划纲要》的印发，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交通运输作出的又
一重大战略部署，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史上的大事、喜事，对在新发展阶段开启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征程具有里程碑意
义。《规划纲要》是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
院文件发布的交通运输规划纲要，是第
一个关于我国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中长
期发展的规划，也是对推进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具有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与《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共同构成了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的顶层设计。

【关键词】
《长江保护法》
【新闻回放】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简称《长江保护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交通运输部迅速贯彻
落实并印发《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意见》，明
确 7方面 18条措施贯彻实施长江保
护法，推动长江流域交通运输全面
绿色转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行业影响】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部有关

流域保护的专门法律。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和长江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长江保护法》把总书记关于
长江保护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
社会的行为准则，为长江母亲河永葆
生机活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
法治保障。对于推进长江流域交通
运输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促进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海上交通安全法》
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关键词】
新修《海上交通安全法》
【新闻回放】
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简

称《海安法》）于 2021年 9月 1日起正
式施行。

【行业影响】
新《海安法》共 10 章 122 条，重

点从事前制度防范、事中事后加强
监管、强化应急处置等方面完善制
度设计，主要修订内容涉及优化海
上交通条件、规范海上交通行为、
严控行政许可事项、完善海上搜救

机制等方面，并强化了责任追
究，还从船舶登记、船舶检验、航
行安全、船员保障、防治污染等
方面全面、系统履行我国缔结或
加入的国际海事公约义务。

本次修订是自 1983年颁布以
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海安法》
的实施，将构建我国海上交通
安全管理新体系，对提升海上
安全保障能力、保障资源通
道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
陆基载人实验圆满成功

【关键词】
500米饱和潜水
【新闻回放】
2021年 8月 31日，交通运输

部举行“护佑生命 70载 建功碧
海新时代”专题新闻发布会介
绍，我国首次 500米饱和潜水陆
基载人实验圆满完成，标志着我
国成为仅有的几个具备 500米这
一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

【行业影响】
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进行饱和潜水技术的探索，2006
年 实 现 我 国 饱 和 潜 水 零 的 突 破 ，
下 潜 深 度 103.5 米，2013 年下潜深
度增至 198 米，2014 年用饱和潜水
作业方式创造了 313.5 米的国家饱
和潜水纪录。饱和潜水技术的发
展有力提升了我国深水作业的能
力，如在“桑吉”轮深水抽油应急处
置、香港输气管线应急抢修等重大
抢险打捞任务中，充分展现了饱和
潜水作为深水复杂作业技术的“皇
冠”作用。

海事系统开启“陆海空天”一体化
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
“陆海空天”一体化建设
【新闻回放】
2021年 8月 2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关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开展长三角
“陆海空天”一体化海事监管体系建设
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原
则同意在长三角“陆海空天”一体化海
事监管体系建设、绿色航运海事治理、
优化航运营商环境、粤港澳大湾区海事
协同发展机制建设、珠江口水上交通安
全特别监管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航海
保障智能化建设、深化海事“放管服”改
革、海上交通安全风险预警及监测、交
通安全应急全球通信卫星系统建设等
方面开展试点。

根据《海事系统“十四五”发展规

划》，“十四五”时期，将全面履行“三
保一维护”职责，提升依法履职、服务
社会和船员权益保障能力，推动“陆
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保障体
系建设，到 2025年，初步形成全要素

“水上大交管”动态管控格局，为建成
“五个一流”海事打下坚实基础。

【行业影响】
通过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水

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将实现
我国管辖水域水上船舶动态的全面
掌控、现场执法的指挥高效、重要
通道和战略支点的即时感知，实现
战略物资运输安全有效保障、交通
要素全面协同、应急突发事件有效
处置，全面保障海上供应链安全畅
通，维护好国家海洋权益。

国务院同意开展
以上海港洋山港区为国际中转港
的境外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
非五星旗沿海捎带业务试点

【关键词】
沿海捎带业务
【新闻回放】
2021 年 1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临港新片区
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
运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在临港新片区内允许符合条件
的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利用其全资或
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开
展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与上海港洋山
港区之间，以上海港洋山港区为国际中
转港的外贸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试点。
2021 年，上海港、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
量分别超过 4700 万标箱、3000 万标箱，长

三角港口群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
1 亿标箱。

【行业影响】
沿海捎带政策的放开展现了党

中央、国务院对于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信心和决心。该业务的启动，意
味着国内沿海捎带业务进一步扩
围，将助力上海港打造世界一流的
航运枢纽，代表中国更好参与国际
竞争与合作。 2021 年长三角港口
群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 1 亿标箱，
标志着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港航
业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国内首艘无人驾驶集装箱船下水

【关键词】
无人驾驶
【新闻回放】
2021 年 6 月 29 日，我国首艘、全球规模最大的

自主航行集装箱实验船“智飞”号从青岛造船厂船
坞下水，驶向青岛海域附近的国内首个智能船舶
测试场。

【行业影响】
“智飞”号作为国内首艘满足无人驾驶自主

航行测试需要的沿海集装箱运输船，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商用自主航行集装箱船，
也是实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基于船岸协同的船舶智能航行与
控制关键技术”研发成果的示范应
用。该船的投入使用将为实现船
舶货运无人化乃至航运业态再造
奠定重要技术基础，对促进我国船
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智能航运
和船舶工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
6米水深航道全线贯通

【关键词】
通江达海
【新闻回放】
2021年 3月 26日，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 6米水深航

道整治工程（简称武安段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工程范围起于武汉天兴洲止于安庆皖河口，全长 386.5公
里，系统整治罗湖洲、戴家洲等 7个碍航滩段，实现设计
水位下，航道水深 6米，航宽 200米，部分重点碍航滩段航
宽不低于 110米，弯曲半径 1050米的建设目标。工程总

投资 37.44亿元，总工期 42个月。
【行业影响】
武安段工程的试运行，将武汉至

安庆段航道最低维护水深提升到 6
米，吃水 6米内的 10000吨级江海船舶
可常年直达武汉，形成一条“畅行鄂
赣皖，通达江浙沪”的“水上高速
路”。据测算，武安段工程运行后，将
拉动区域GDP增长 450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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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会场。陈蔚 摄

2021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安全与合作”专
题论坛分会场。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综
合交通枢纽集群、枢纽城市及枢纽港站“三位一体”
的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图为上海城市立交桥。

连云港海事局向船员普及新修《海上交通安
全法》。 张林 摄

上海港洋山港区获批试点外贸集装箱沿海捎
带业务。图为洋山深水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岸线。

中国水运
十大新闻

九江海事局将以VTS系统正式运行为新的
起点，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安
全保障体系。 王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