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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加强“十四五”期全国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的意见》

保障畅通安全 优化服务管理 促进“十四五”期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航道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是水运
网便捷畅通、高效安全的重要支撑。为进一步加强“十四五”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近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十四五”期全国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的意见》（简
称《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十五项重点任务。为什么要出台《意见》？“十四五”
期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都有哪些重点？有哪些具体指标要实现？有何措施确保《意见》
执行效果？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了解这项政策，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杨华雄副局长对《意
见》进行了深入解读。

一、出台《意见》的必要性

我部自1992年起定期编制发布航道管理与养护发展指导性文件，对引导和促进全国
航道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第一个五年，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要求，扎实推进水
运高质量发展，需要出台指导性意见进一步加强航道管养工作。

二、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意见》提出了航道管养工作的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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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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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发展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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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了三个量化指标，分别为航道养护里程稳定在10.8万公里左右、内河航道一类养护里
程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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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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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共提出六个方面、十五项重点任务。

一是提高航道畅通保障能力。提出了强化国家航道网保通保畅、提升通航建筑物运
行效率、加强沿海航道养护管理、做好其他航道管养四项任务。二是推进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提出了完善落实法规制度、推进养护规范化两项任务。三是加强航道运行安全管
理与应急处置。提出了加强内河航道运行监测、强化航道运行安全管理、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三项任务。四是提升航道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加强公共信息服务、提高公
共服务能力两项任务。五是加强航道保护和行业监管。提出了加强航道资源保护、加强
行业监管两项任务。六是加快绿色智慧航道发展。提出了推进绿色航道发展、推进智慧
航道发展两项任务。

四、《意见》的主要特点

（一）充分发挥航道作用，强化保通保畅。

我国航道通航总里程13.8万公里，内河航道12.77万公里，沿海航道约1万公里。内
河等级航道6.73万公里，高等级航道达标里程1.61万公里。为保护航道资源，发挥航道
作用，在养护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根据水运发展需求和航道特点实行分类管理，一是有
效维持航道总量，养护里程稳定在10.8万公里，充分发挥水运优势，为促进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提供保障；二是突出重点，以国家航道网为重点，强化长江、西江、京杭运
河等高等级干支流航道保通保畅，一类养护要达到2.4万公里；三是按照应养尽养原则，
加强内河低等级航道的养护，因地制宜，与城市生态、旅游景观建设相结合，发挥低等
级及等外航道作用；四是深化沿海航道管理，加强沿海航道管养机构的协作配合。

（二）强化规范管理，促进航道管养精细化。

2015年《航道法》颁布实施后，我部先后出台了关于航道通航影响评价、通航建筑
物运行管理及航道养护管理的配套规章，修订完善了相关标准规范，“十四五” 期要进
一步提高管养水平，在继续完善航道法规体系的同时，要推进精细化管理，抓好航道管
养制度、标准规范的有效落实，落实放管服改革等有关要求，优化政务审批程序，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主要包括进一步规范航道养护计划和技术核查制度，提高养护质量
和效率；强化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航道保护；落
实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及上下游衔接等制度，提高船舶过闸效率；规范实施专项养
护，有序推进养护市场化，加强养护单位的信用管理。

（三）强化监测应急，确保运行安全。

加强航道日常运行监测，提高应急抢通能力，是保障航道安全运行的基本前提。当
前我国航道运行安全管理水平还不高，《意见》强调，“十四五”期要完善内河航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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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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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开展安全鉴
定，做好除险加固、改建扩建和运行管护工作；研究编制航道风险辨识和评估指南，提
高应急响应时效性，提高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上下游通航建筑物运行的协调
联动，及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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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强化为民服务，优化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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