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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国铁集团办公厅关于印发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
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政策解读

　　近日，交通运输部与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联合发布了《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交办水〔2020〕69号，以下简称《方案》）。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
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今年4月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了《全国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将开展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跨越航道桥梁是铁路、公路、城市道路、水路等交通运输通道的咽喉节点，由于部分早
期建设的桥梁通航净空尺度较小、防撞标准较低、个别桥梁未按要求设置防撞设施、船
舶大型化发展等原因，近年来一些桥梁与船舶不匹配的安全风险凸显，多次发生船舶碰
撞桥梁的事故，直接影响到交通运输的安全和畅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好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交通运输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船舶碰
撞桥梁隐患治理，化解船舶碰撞桥梁风险，保障桥梁和船的安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
路局、国铁集团联合印发《方案》。 

 　　二、主要内容
　　《方案》包括五部分和三个附件。
　　（一）整治目标。《方案》提出，按照“各负其责、科学评估、防治结合、综合施
策”的原则，全面排查和治理船舶碰撞桥梁安全隐患，通过三年行动，进一步健全安全
管理责任体系，完善桥区标志标识，提高航道通航保障服务水平，规范桥区水域船舶通
航秩序，提升桥梁防撞能力，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
事故发生。
　　（二）实施范围。本《方案》的实施范围为2019年12月31日前建成投入运行的跨
越内河高等级航道的各类桥梁；跨越其他等级内河航道的桥梁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参照本方案组织开展隐患治理，并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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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任务。共五项。
　　一是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包括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强化属地责
任落实。
　　二是开展桥区水域航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三是开展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四是开展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五是建立长效机制。
　　（四）时间安排。2020年12月至2022年底，分动员部署、隐患排查、集中整治、
巩固提升4个阶段。
　　（五）有关要求。从加强组织领导、协调联动、资金保障和做好其他等级内河航道
桥梁隐患治理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要求。
　　为规范和方便工作开展，编制了《内河高等级航道清单》《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
要点》《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要点》，作为附件。
　　三、主要内容解读
　　（一）健全体系，压实责任。
　　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工作涉及铁路、公路、航道、海事、城市、管道等多部门和
单位，主体多元。为此，《方案》按分类管理原则，从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严格落实监
管责任、强化属地责任落实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明确界定了各方责任，进一步夯实了
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工作的责任体系。《方案》还要求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积极向属地政府报告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
理行动有关工作，推动落实地方属地责任。
　　（二）分类治理，统筹推进。
　　《方案》提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航务管理局要按照职责开展桥区水域航
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
局要组织开展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开展桥梁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其中，公路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开展，结合危旧公路桥梁改造统筹实施；铁路桥梁由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会同
铁路局集团公司负责组织开展，结合相关工作统筹实施；城市、管道等其他桥梁由各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请属地政府协调明确，由其行业监管部门组织开展。
　　（三）全面自查，精准评估。
　　针对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方案》提出了自查与综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
因桥施策。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先开展自查，并结合航道、海事管理部门的意见，找出风
险隐患并进行治理；对存在通航净空尺度不满足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要求、未按设计要求
设置防撞设施、抗撞性能不足等问题的桥梁，要进一步开展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
能综合评估。具体评估按照《方案》附件《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要点》《桥梁通航安
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要点》进行。
　　（四）强化预防，综合施策。
　　考虑到桥梁情况各不相同，《方案》坚持预防第一，以问题为导向，多措并举解决
存在的问题。对桥梁抗船舶碰撞性能不足的，应优先采取设置防撞设施、加固或改造桥
梁等方式提升抗撞性能，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采取加装主动预警装置并加强现场管理
等措施。这主要是因为一些老旧桥梁建设时防撞标准相对偏低或运行寿命有限，且目前
还不具备拆除、加固改造的条件，需要从预防入手，加强主动预警和现场管理。
　　（五）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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