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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长江航务管理局开展内河航运安全管控与应急搜救建设等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工作的意见

长江航务管理局：

你局《关于上报交通强国建设长江航务管理局试点实施方案的请示》（长航规
〔2021〕53号）收悉。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规划函〔2019〕859号），
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内河航运安全管控与应急搜救建设、长江航运多源时空信息智能服
务应用、长江干线绿色航道建设及应用、长江干线智慧航道建设及应用、长江三峡河段
智能通航、长江干线港口和船舶岸电创新发展等方面开展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
一步完善试点实施方案，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体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
及时向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创造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
免出现排他性问题。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应急搜救协同机制建设、船岸物联传输通道建
设、绿色航道技术推广应用、长江干线航道演变预测预报管理平台研发、三峡河段航道
立体监测网络建设、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经
验和典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总结经验，试点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成功经验模式以及值得
研究重视的有关重大问题请及时报部，并于每年12月底前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作总结。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点工作给予指导，在相关规划、政策制定
和实施等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
完成后组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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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长江航务管理局试点任务要点

一、内河航运安全管控与应急搜救建设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海事局。

（二）试点内容。

构建长江航运无线通信网络，建设长江干线航运水上安全监管、应急搜救、公众出
行等船岸协同“一张网”。健全海事智慧监管（含海事港航信息化协同监管）和应急搜
救协同机制，建设长江海事安全管控与应急搜救系统。探索应用无人机、无人船、智能
救生圈等新型搜救装备，研究建立长江干线新型装备配备标准。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在部分区域率先建成覆盖长江航运的无线宽带网络，内河航运安
全管控与应急搜救系统船岸协同能力有效提升。海事智慧监管体系和应急搜救体系初步
建成。

通过3~5年时间，基本建成长江航运无线通信网络，海事智慧监管协同应用系统有
效运行。在长江干线应急搜救装备配备方面形成标准等相关成果。海事智慧监管与应急
搜救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海事综合监管和应急搜救效能显著提升。

二、长江航运多源时空信息智能服务应用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通信管理局。

（二）试点内容。

构建北斗应用推广数据基地，在典型水域探索搭建“北斗+5G”的船岸物联传输通
道。搭建数据共享应用平台和用户服务平台，开展长江干线“北斗+”数据应用服务。
建设基于“北斗+5G”的可视化锚地管理系统，研发并推广应用北斗智能船载终端，推
动长江干线船舶北斗智能船载终端全覆盖。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长江干线北斗卫星高精度导航与位置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在监
管、测量方面初步实现应用。在典型水域初步实现基于“北斗+5G”的陆海空协同监管
指挥，基本完成锚地管理系统建设，智慧锚地初步实现应用。船舶北斗智能船载终端基
本完成研发，初步实现应用。

通过3~5年时间，北斗应用推广数据基地基本建成。北斗船舶智能终端功能基本完
善，安全信息服务覆盖率达95%以上。船舶调度、信息发布、货物跟踪等能力明显提
升，长江智慧航运发展取得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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