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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珺）8 月 1
日，交通运输部在关于十三届全国
人大第五次会议第 1454 号建议的答
复中表示，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积极推动
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交通运输融合，进一步提升交通运
输安全和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加快
建设交通强国。

在推动完善差异化投融资政策
方面，落实好《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支
持地方智慧交通建设项目。研究制

定智慧公路相关政策文件，充分考
虑智能化信息化项目特点，推动将
全生命周期理念落实到工程设计、
施工和运维等各环节。贯彻落实
《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等，
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的支持引导作
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鼓励
参与交通运输新基建、智慧出行、智
慧物流创新应用，运用市场机制，创
新运维模式，拓展运维资金渠道，促
进可持续发展。

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交通
基础设施融合方面，按照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资委《关于推进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支撑 5G 网络加快建设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有关部署，推动高
速公路企业等与基础电信企业合
作，推进 5G 基站结合交通基础设施
线路布局建设。推动北斗导航技术
纳入公路桥梁监测等相关标准规
范，促进北斗系统在交通基础设施
监测和运输服务应用。完善车路协
同技术标准，加快《车路协同系统智
能路侧一体化协同控制设备技术要
求和测试方法》《车路协同 路侧激
光雷达测试方法》等重点标准研
制。加快自动驾驶和智能航运先导
应用试点的评审工作，加强智慧交

通科技示范工程布局，尽快推出一
批先导试点和示范项目。

在加快完善数字交通标准体系
方面，组织交通运输行业通信导航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系统评估《交
通运输信息化标准体系（2019 年）》
实施应用情况，进一步梳理数字交
通相关标准需求，完善数字交通标
准体系。研究编制《交通运输数据
分类分级规范》，强化数据分类分级
管理，推动交通运输数据安全有序
共享应用。研究编制《交通运输智
慧物流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智
慧物流标准体系建设。

交通运输部积极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融合

本报讯（全媒记者 张龑 实习生 陈
新宇）8月 3日，2022年《财富》世界 500强
排行榜全球同步发布，我国共有 145家企
业上榜，上榜数量连续第三年居首。其
中，多家港航船舶领域企业榜上有名。

此次世界 500强榜单上，中国交通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排 名 第 60 位 ，营 收
1306.641亿美元，较去年上升 1位。中远
海运集团位列 127 位，营收 841.295 亿美
元，比去年提升 104位；自 2016年重组以
来，中远海运集团连续上榜，排名逐年提
升，至今排名总提升 338位。招商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 767.66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
列 152位，比去年提高 11位；自 2018年开
始申报以来，连续 5 年入围，且一直保持
上升势头，5年间排名上升 128位。厦门
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营收 750.943 亿美元，
排名第 160 位，上升 29 位。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以营收 536.709亿美元排名第
243 位，重组后连续两年进入世界 500 强
榜单，同时也连续两年成为排名最高的
造船集团。

国外公司方面，港航船舶领域企业
上榜的包括：排名第 206 位的马士基集
团，营收 617.87 亿美元；排名第 228 位的
法国达飞海运集团，营收 559.757 亿美
元 ；排 名 第 361 位 的 通 用 动 力 ，营 收
384.69亿美元；排名第 418位的日本三菱
重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营收 343.639 亿美
元；排名第 497 位的瑞士 ABB 集团，营收
289.45亿美元。

而在净利润榜上，港航船舶领域企
业仅有马士基集团和法国达飞海运集团
入围，分别位居 39位和 4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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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珺）8
月 3 日，湖北港口集团与武汉经
开 港 口 有 限 公 司 签 署《合 作 协
议》，湖北港口集团收购武汉经
开港 51%股权，实现对武汉经开
港的控股。

湖 北 港 口 集 团 控 股 武 汉 经
开 港 以 后 ，将 在 武 汉 经 开 区 注
册 垭 口 航 运 枢 纽 公 司 、建 设 建
材 产 业 园 及 配 套 码 头 、建 设 冷
链 物 流 产 业 基 地 ，并 将 整 合 滚

装码头资源，实现集约化、规模
化 发 展 ，做 大 做 强 滚 装 船 汽 车
运 输 业 务 ，促 进 武 汉 经 开 区 及
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控股武汉经开港后，湖北港
口集团完成了对全省集装箱港口
资源整合的最后一块拼图。阳逻
港、武汉经开港都是长江中游的
深水良港，湖北港口集团将对汉
南港、经开港统一规划运营，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 张伟）
8 月 3 日，山东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
会，介绍“做好经略海洋大文章，建
设新时代海洋强省”相关情况。会
上明确，山东力争到 2025年，初步形
成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世界一流港
口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中，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方面，
到 2025 年，山东海洋产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6%以上，海洋渔业、海洋文
化、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海洋
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
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勘探开采、海

上风电等产业塑成优势。世界一
流港口建设方面，到 2025 年，山东
将建成世界先进的现代化港口群，
全省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分别
增长 18%、25%以上，绿色能源使用
比重提高 20 个百分点以上，港口枢
纽综合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此外，山东计划到 2025 年，近岸
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91.6%，
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5%，建成 5
个以上国家级“美丽海湾”，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海洋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

围绕上述目标任务，山东今年主
要做好聚力实施海洋重点项目、大力
发展现代海洋产业、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港口、推动海洋科技自立自强、加
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扩大海洋开放
合作六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港口方面，山东将优化港
口规划布局，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规
划；加大基础设施供给，2022 年计划
完成水运投资 360亿元，推进港口转
型升级和智慧港口建设试点。

会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高立平还介绍了智慧绿色港口建设

有关情况。近年来山东省智慧港口
建设取得诸多成就：完成全国首个智
慧绿色港建设顶层设计方案；首创

“1+N”开放共享共建模式；已发布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设计规范》等 14
项行业、地方和企业标准，建设行业
首个中央决策智慧大脑，率先建成全
球首个智能空轨集疏运系统、顺岸开
放式全自动化码头、干散货专业化码
头全自动控制系统、原油运输“管道
智脑系统”，在全国港口率先完成全
系列自动化技术试点攻关，创造了多
个全国乃至全球的领先成果。

到2025年山东将建成
世界先进的现代化港口群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
讯 员 周 小 锋 华 志 波 沈 磊 程 文
涛）8 月 2 日，“畅油哨兵”智控系统
在舟山岙山港区正式上线，一场实
战化演练同步检验了该系统的智能
监控功能（见上图），标志着岙山港
区油轮监管步入智能化时代。

“畅油哨兵”智控系统是由智能
中心、高清摄像设备和传输设备组
成的一套 AI视频监控预警系统。高
清摄像机将场景实时图像信息传输

到智能中心的超算 AI 服务器，针对
视频流进行分帧分区域进行人工智
能分析服务，捕捉每帧画面中是否
存在不安全行为，并根据分析结果
输出警报，有效压缩船岸界面险情
预警时间，实现“零延时”报警。

“将智能化技术运用到码头安
全监管，提高了风险识别、管控和预
警能力。”舟山岙山海事处处长邱奇
介绍，以往油轮在港作业期间，码头
日常巡查主要采取的是船岸人员定

期巡检的方式，信息反馈存在实时
性低、人员易疲劳的缺点，一旦发生
诸如溢油、火灾等险情时，难以在第
一时间作出反应。“畅油哨兵”智控
系统应用后，将有效压缩船岸界面
险情预警时间。

同时，该系统能够在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前提下，通过系统报警、隔
空喊话等方式有效解决船岸界面衔
接不畅的问题，实现海上疫情阻断、
物流畅通双保障。

“畅油哨兵”智控系统上线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王 有
哲）近日，厦门
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加快
推进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提升
核心竞争力行
动方案（2022—
2026 年）》（简
称 《 行 动 方
案》），旨 在 进
一步加快推进
供应链创新与
应用，推动建设
具有厦门特色
的供应链示范
城市，提升全市
供应链核心竞
争力。

《 行 动 方
案》明确了厦门
市供应链未来
5 年 的 发 展 目
标，包括：打造
3 家 国 内 外 行

业领先的供应链核心企业集
团、6 家千亿级骨干企业、80 家
百亿级重点企业、5 家 5A 级供
应链服务企业，全市的供应链
优势进一步提升；供应链体系
更加完善，把厦门打造成亚太
地区供应链核心枢纽之一；初
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全国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资源配置中
心、供应链科创中心和供应链
金融服务中心。

《行动方案》还明确，将深
化 5G 全场景应用智慧港口示
范项目建设，加快传统集装箱
码头智能化升级改造。升级厦
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
提升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建
设智慧机场，拓展无纸化一证
通关等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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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港口集团控股武汉经开港

本报讯（全媒记者 龙巍 张
植凡）8月 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了广西推进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所取得的亮点成效。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加快建
设。建成钦州港 20 万吨级航
道、钦州港 30 万吨级油码头等
一批重大项目；江海连通工程—
平陆运河近期将开工建设。目
前，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拥有万吨
级以上泊位 101 个，综合吞吐能
力近 3亿吨。

通道运行质量和水平显著
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
运班列已覆盖我国中西部 16 省
（区、市），2017 年至 2021 年，班
列年开行量从 178列增长到 6117
列，年均增速超过 140%；北部湾
港集装箱吞吐量从 228万标箱增

长 到 601 万 标 箱 ，年 均 增 长
27.4%，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
吐量跻身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双
前十”。此外，广西开行的跨境
直通中欧班列已延伸至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通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持
续开展北部湾港降费集中攻坚行
动，目前北部湾港综合收费与国
内主要港口基本持平。全面推广

“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今
年上半年，广西口岸进口、出口
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 16.96 小
时、1.12 小时，位居全国前列。
进一步完善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航运服务中心功能，出台吸引航
运相关企业入驻的优惠政策，推
动全国首个陆路启运港退税试
点政策在北部湾港落地实施。

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
已覆盖中西部16省（区、市）

本报讯（全媒记者 苏钰杰）
据上港集团消息，上海港 7 月集
装 箱 吞 吐 量 预 计 完 成 超 430 万
标准箱，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
增 长 超 16% ，环 比 增 长 超 13% ；
日均吞吐量接近 14 万标准箱，
基本实现全面达产。

1 至 7 月 ，上 海 港 累 计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同 比 实 现 正 增

长 。 其 中 ，盛 东 公 司 预 计 完 成
集装箱吞吐量 84 万标准箱，创
单月历史新高。

随着产业链、供应链逐步重
回 正 轨 ，上 港 集 团 及 时 输 送 各
项 重 要 物 资 和 国 际 货 物 ，进 一
步恢复生产，持续推动新科技、
新路径、新业态、新区域协同发
展。

7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