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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十四五”期全国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长江航务管理局、
珠江航务管理局：

航道是国家重要的公益性交通基础设施，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水运高质量发展，现就加强“十四五”期全国航道养护与管理
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部署要求，着力保障航道安全畅通，强化航道资源保护和公共服务，推进航道管
养绿色智慧发展，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到2025年，航道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养护工作更加规范精准高效，安全和服
务保障能力明显提高，绿色航道智慧航道建设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航道养护里程稳定在
10.8万公里左右，内河航道一类养护达到2.4万公里，力争内河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覆
盖率60%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提高航道畅通保障能力。

1.强化国家航道网保通保畅。加强长江干线浅险水道、库尾变动回水区、桥区、南
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等重点区域巡查监测与养护，保障洪枯水期、三峡水库蓄水期和
消落期航道畅通。充分发挥西江航运干线通航保畅工作机制的作用，以枯水期和航道整
治工程施工期为重点，加强水情、水位信息通报，强化上下游协调联动。统筹通航标准
和船闸运行调度方案，进一步提升京杭运河、淮河干线等干支流航道通航保障能力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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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珠三角高等级航道网畅通水平。加强对国际国境河流航道管养工作的指导，完善
管理制度和机制，强化养护装备配备和基地建设，完善航道监控、助航设施，加强航道
巡查，保障界河航道畅通稳定。

2.提升通航建筑物运行效率。加大与相关水工程运行和管理单位的沟通协调力度，
加强航运用水保障。依法严格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管理，合理衔接跨辖区河流航道
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统筹安排停航检修时间。加强通航建筑物日常运行监测维护，研
究推广快速检修技术，提高运行正常率。优化运行调度，提高过闸（含升船机）船舶安
检效能，加强检修期等重要时段运行管理，保障船舶有序高效过闸。建立健全嘉陵江、
乌江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航道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机制，解决运行时间不统
一、停航检修时间不统一、过闸效率低等问题，缩短全线过闸时间，提高梯级船闸整体
运行效率。

3.加强沿海航道养护管理。落实《航道养护管理规定》《航道养护技术规范》等法
规标准，建立健全沿海航道养护计划制度并组织实施，重点加强沿海重要进出港航道、
跨海大桥桥区航道养护。开展出海口、北部湾等沿海公用航道养护管理特点研究，完善
相关管理制度。沿海航道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建立沟通机制，及时互通共享相关信
息，加强协作配合。

4.做好其他航道管养。按照“应养尽养、干支协调”原则，加强内河低等级航道的
养护和等外航道资源管理，保障与高等级航道有效衔接，对有运输需求的应安排养护，
不得擅自降低航道尺度或缩减航道里程，切实保护航道资源。探索低等级航道和等外航
道管养新模式，与区域和城市生态、文旅、景观建设相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旅游航道，
发挥航道效用。

（二）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5.完善落实法规制度。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实施情况评估，推进《中华
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完善地方性法规，健全完善管养制度。严格落实
航道养护计划和技术核查制度，根据航道现状技术等级，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技
术规范制定航道养护计划，航道自然条件、建设等级提高等情况变化时，及时更新航道
现状技术等级，并相应调整养护计划。建立健全技术核查管理体系，出台《航道养护技
术核查指南》，加强年度养护技术核查。

6.推进养护规范化。定期开展航道例行养护巡查、测绘、通航建筑物日常运行监
测，提高日常养护水平。对规模较大、技术复杂、需要集中作业的航道养护要按规范编
制专项养护技术方案，经组织专家评审后实施。规范推进养护市场化，采取市场化养护
的，依法采用招标等方式择优选择养护单位，做好监督及质量核验，并加强养护单位的
信用管理。

（三）加强航道运行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7.加强内河航道运行监测。完善内河航道运行监测体系，建立内河航道长期跟踪观
测与演变分析研究机制。强化重要干线航道重点航段泥沙原型观测、水情水文持续跟
踪，加强快速测量、水下探测、水下影像等监测检测设施配备。按规定开展航运枢纽大
坝和通航建筑物水工结构、机电设施设备和闸阀门运行状态等监测检测，做好整治建筑
物技术状况评价，掌握结构健康状态，加强预防性养护，及时维修保养，减少维修停航
时间。



8.强化航道运行安全管理。加强航道风险管控，研究编制航道风险辨识和评估指
南，强化内河航道断航、船闸火灾，沿海航道因极端天气导致骤淤、非法倾倒引发船舶
搁浅等安全风险协同防控。加强航道隐患排查治理，强化航道巡查和监测，及时解决航
道维护尺度不足、标志标识功能失常等问题。强化本质安全，按照规定开展通航建筑物
和航运枢纽大坝安全鉴定，做好除险加固、改建扩建和运行管护工作。压实航运枢纽、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单位反恐怖防范、消防安全和运行安全主体责任。

9.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提高预警能力，加强与水利水电、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信
息共享与水情调度信息通报。合理配布应急抢通设施设备、物资储备，提高应急响应时
效性。加强应急抢通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化技能培训，开展应急抢通演练。完善航道及
通航建筑物运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内河航道洪水、枯水、地质滑坡、船闸火灾和
沿海航道台风、寒潮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调度指挥，及时高效处置突
发事件。加强联动，同一河流上下游建有多梯级通航建筑物的，相关航道管理部门要建
立协调联动机制，出现拥堵和应急情况时统筹采取措施，保障船舶安全有序通行。

（四）提升航道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10.加强公共信息服务。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以及甚高频、广播电台、报刊、设置标志标牌等多途径及时发布航道公共服务信息。加
强信息主动公开，沿海航道的维护尺度定期公布，内河五级以上航道的维护尺度每月至
少公布一次，通航建筑物停复航安排至少提前30日公布，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船舶过
闸调度计划、内河等级航道图应及时主动公布。强化动态信息发布，发现航道实际尺度
达不到维护尺度、航标异动、通航建筑物应急停航、上下游水库应急调度等情况，应当
及时发布航道通告。

11.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航道政务审批程序，简
化相关材料要求。利用行政许可网上办理平台、政务大厅等提供“不见面”办事、“一
站式”服务，方便服务对象。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及时处理群众意见建议，不断提高服
务满意度。推广船舶过闸远程申报，优化船舶过闸交通组织，缩短船舶过闸时间，有条
件的应为待闸船舶提供交通、快递等便民生活服务。为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应急物资
和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生活物资过闸开设“绿色通道”，做好特殊时期服务保障工作。合
理推进水上公共服务区建设，鼓励以政府投资或社会资本等多种方式进行建设运营，为
船舶提供加油、加气、岸电、污染物接收等服务。

（五）加强航道保护和行业监管。

12.加强航道资源保护。积极推进航道保护范围划定工作，依据《航道保护范围划定
技术规定》，加强部门协调，加快推进内河重要干线航道保护范围划定公布工作，统筹
推进沿海航道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并与海上交通资源规划做好衔接。加强桥梁、闸坝等
与航道有关工程的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工作，涉及内河高等级航道和沿海航道
的，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派出机构应将审核意见抄送交通运输部。积极协调推
进现有碍航闸坝的复航工作，通航河流上新建拦河闸坝应严格依法落实通航建筑物与主
体工程“五同步”制度，确保不出现新的碍航闸坝。加大推进现有碍航桥梁的改造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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