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ot.gov.cn)

交通运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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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你局《关于报送交通强国建设海事试点实施方案相关材料的函》（海宣传函
〔2021〕335号）收悉。为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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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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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在长三角水上动态监管模式改革、船舶污染监视监
测网络建设、海事新型监管机制建设、大湾区海事合作机制建设、珠江口水域通信信息
化监管资源整合升级、大湾区智能航海保障服务水平提升、海事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
设、建立风险预警预控联动机制、交通安全应急全球通信卫星系统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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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部。每年12月底前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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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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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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　

2021年6月29日

抄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民政府，浙江
省交通运输厅、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船舶检验中心，上海市港航
事业发展中心，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安徽省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
务中心，上海海事局、浙江海事局、江苏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广东海事局、深圳海
事局，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部政策研究
室、综合规划司、水运局、科技司、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试点任务要点

一、长三角“陆海空天”一体化海事监管体系建设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上海海事局、浙江海事局、江苏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东海
航海保障中心。

（二）试点内容。

深化长三角水上动态监管模式改革，建立区域水上“大交管”工作模式。建设“陆
海空天”一体化海事监管指挥平台。开展智能航保核心技术研究及应用，加强长三角区
域智能航保服务。开展深远海海事监管、搜救应急等服务保障能力研究及应用。推动长
三角地区水上搜救、巡航一体化建设。构建“江河海一体化”监管模式，促进水上交通
安全共治、共享、共赢。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长三角水上“大交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建立水上交通管理
中心协调机制，建成一支专业化水上交通管理队伍。海事监管指挥平台建设取得明显进
展。智能航保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在海事监管中北斗应用不断深化，完成北斗三代服
务应用试验，长三角船岸通信网络建设初步搭建，海区巡航管理模式不断优化。

通过3～5年时间，初步形成长三角智能航海保障体系。海事基地及大型巡逻船建设
取得实质进展。形成协同执法、联合巡航机制，实现海空立体监管。水上交通管理中心
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基本形成全要素“水上大交管”新型监管模式。建成长三角水上交
通安全多方共同体，在一体化海事监管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二、绿色航运海事治理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上海海事局、浙江海事局、江苏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

（二）试点内容。



加强船舶污染防治法规、标准、制度的制修订。建设船舶污染监视监测网络，推动
“船、港、城”一体的船舶污染物治理体系建设。加强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推动
建立全国船舶能耗中心。健全应急预案和补偿机制，完善应急资源储备和运行维护制
度，提升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能力。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初步建立船舶污染防治制度体系，构建完成船舶污染防治综合评
价体系。基本形成长三角区域“船、港、城”一体的船舶污染物监测和治理体系。编制
完成区域船舶LNG加注及船舶使用岸电监管指南。

通过3～5年时间，绿色航运海事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航运海事
治理制度体系。船舶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应急资源储备和运行维护制度
更加完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理能力显著提升。

三、优化航运营商环境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上海海事局、浙江海事局、江苏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浙江
省港航管理中心、上海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浙江省船舶检验中心，江苏省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安徽省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

（二）试点内容。　

深入推进长三角法治海事建设，完善海事管理机构权责清单。促进航运要素自由便
利流动，提升海上运输便利化水平。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以“双随机、一公开”为
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的新型海事监管机制。推进长三角海事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人性化、智能化建设。推动长三角区域船检一体化发展和通检互认。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长三角海事监管制度不断完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全面推广，
实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流程”的四减目标。基本建成长三角海事监管领域
信用合作机制，初步形成以信用为基础的海事新型监管机制。

通过3～5年时间，海事服务自贸区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基本建成海事高效监管体
系和海事优质服务体系，航运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初步建成长三角船舶、船员和航运企
业的信用评价和监管体系，形成海事信用联合奖惩机制。船舶检验工作省际壁垒有效破
除，基本实现资源共享、互检互认。

四、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协同发展机制建设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广东海事局、深圳海事局，南海航海保障中心。

（二）试点内容。

健全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合作机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航行船舶安全管理，推动粤港
澳统一高速客船检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要素便捷流动。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服
务效能，推行大湾区船舶、船员证书文书“多证合一”“一网通办”，深化智慧海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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