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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数字化发展政策引领一



（一）政策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港航业发展

⚫ “做到四个‘一流’，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好”

⚫ “沿海地区要想富，也要先建港”

⚫ “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

⚫ “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

⚫    上海要聚焦建设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 “牵手’朋友圈’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港口数字化

港航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战略目标

“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数字产业化，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九大报告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 二十届二中全会

党中央对数字化发展做出部署

（一）政策引领



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推动数字化发展
党中央和国务院政策文件

⚫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规划纲要》

⚫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国家部委政策文件

⚫ 《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

⚫ 《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 《关于大力推进海运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 《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 《关于加快智慧港口和智慧航道建设的意见》

（一）政策引领



港口动能优化提升强国专项试点项目启动

今年3月，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印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

（一）政策引领

《五年行动计划》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 优化存量港口基础设施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打造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世界

一流港口，奋力谱写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水运新篇章。

➢ 根据港口功能优化提升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工作相关要求，经各地申报、专家咨询、

指导完善和统筹研究，最终14个港口入选了交通强国专项试点项目。



（一）政策引领：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

国务院、交通运输部、相关省市陆续发布了

多份多式联运指导政策，为行业发展明确了

方向及政策保障：

⚫ 《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

作方案（2021—2025年）》

⚫ 交通运输部等《关于加快推进多式联运

“一单制”“一箱制”发展的意见》

⚫ 《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

作方案（2021—2025年）

⚫ 《上海市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

结构实施方案》



我国港航数字化转型实践二



（二）转型实践：港航市场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我国港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服务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环
境的变化以及贸易结构的调整，港口行业的深层次变革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面临的主要变革包括：

贸易格局

行业格局

客户需求

信息技术

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带来企业对全球供应链的弹性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反应，将在一定时间内影
响未来的国际物流供应链格局变革。

集装箱等重要物资运输班轮公司获得更高议价力以及更多码头选择，导致港航业经济效益不稳
定，对港口企业运营服务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船舶大型化和超级联盟的兴起对港口的服务能力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货主越来越关注
端到端和差异化、定制化服务，港航企业需要提升产业链服务能力。

港口和物流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移动科技等新技术催生新业
务融合协同以及整个港口生态体系的变革。



（二）转型实践：智慧港口示范工程 

➢ “十三五”交通运输部启动智慧港口示范工程建设，13个智慧港口示范

工程项目总共计划投资4.11亿元。进会”。

智慧物流方向9

2

2

13

港口危货管理智能化
方向(企业)

港口危货监管智能化方
向（港航管理部门）



（二）转型实践：智慧港口建设成效 

建立了较好的生产运营

数字化平台、经营管理

一体化平台和客户服务

化平台，具备了较好的

信息化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数字化

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5G、

北斗等新技术与港口业务融合

发展。实现作业过程智能控制、

自动监测、智慧操作，港区无

人驾驶集卡协同作业等场景。

新技术融合化

港口企业积极整合产业链、

供应链资源优势，推动产

业链协同发展。形成陆港

联动、江海联动、港产城

融合等新发展格局。

产业链协同化



（二）转型实践：智慧港口亮点

⚫ 天津港

全球首个全物联网C段码头。基于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全

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建设成果，实现连通“人、车、

货、船、机、场”六大要素的物联对象，构建起全要素、

全场景、全价值链融合的新物流体系和新码头业态。

⚫ 上海港

突破超大型集装箱码头关键技术。ITOS采用全新的全域融

合架构，从计划、调度、工艺和过程控制等各方面进一步提

升超大型集装箱码头作业管控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且将F5G

技术应用在港口超远程控制作业场景，是新一代智慧港口运

营模式的重大突破。



（二）转型实践：智慧港口亮点

⚫ 青岛港

云原生（A-TOS）。在总结码头操作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推出了全新的A-TOS。首次实现“云原生”技术在港航领域的落

地应用，率先构建了全国产智能港口“新基建”。

⚫ 宁波舟山港

全港可视化的梅东码头。以可视化数字孪生系统为载体，建

设数据赋能管理、多维展示运营、全景智能监控的三维可视化数

智港区。

⚫ 南京港

一站式江海联运。建设江海联运一体化全程物流供应链智慧

物流工程，建成“一站式”区域性港口物流信息枢纽。



丹东港

大连港

营口港
秦皇岛港

天津港
烟台港

青岛港

连云港
南京港

南通港

宁波港
舟山港

厦门港
汕头港广州

防城港

（二）转型实践：港航数据共享及“一单制”

✓ 沿海主要港口自1997年起陆续建设了港航EDI中心，

逐步实现了国际集装箱运输的电子化管理。

✓ 我国已形成了6个交通电子口岸分中心和16个港航

EDI中心的整体格局，成为海运“单一窗口”的重

要支撑。

✓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互联网，提供的服务更加

广泛，实现了集装箱设备交接单、船图、舱单等的

电子数据交换和无纸化管理。

✓ 对于如何助力“一单制”快速实践，国家物流平台

正在开展基于供应链节点数据打造“一单制”全程

可视化研究与实践。



（二）转型实践：港航数字化建设

水运局的指导下，中国港口协会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发起成立智慧港口专业委员会，中

心作为主任委员单位，共有主要港口、科研单位、科技头部公司等23家副主任委员单位。

交通运输部高速重视、中国港口协会创新驱动

部通信信息中心、规划院、天科院、水运院等部属单位，对上海、宁波舟山、厦门、辽港集团

等港口的信息化规划咨询、数据治理和系统建设工作提供智力支持，积极促进港口转型升级。

建立体系化的支撑机制，为港口管理部门、港航企业提供智慧港口建设技术支持

在部水运局的直接指导下，中国港口协会以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为主编单位编制了《智慧

港口等级评价指南》系列团体标准和实施细则，采用“超常规”的方式，集中科研单位和主

要港口的力量，半年时间完成了集装箱码头评价标准和实施细则的编制。

加快《智慧港口等级评价指南》团体标准的制定，促进港航数字化转型



（二）转型实践：港航数字化建设

五星

青岛新前湾

上海港洋四码头

天津港C段码头

四星
宁波舟山港梅东码头

南京港龙潭码头

厦门港海润码头

日照港集装箱码头

智慧港口等级评
价



港航数字化转型发展思考三



（三）发展思考

01
进一步聚焦落实国家发
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

保障发展安全

⚫ 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思想为引领，立足港

航新发展阶段、贯彻港航新发展理念、构建港航新发展格局、推

动港航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 充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环渤海湾、长江经济

带和上海、天津、广州等航运中心及宁波舟山港等大型港口的作

用，前瞻性做好数字港航建设整体布局；

⚫ 进一步挖掘数字化赋能资源潜力，维护产业链、服务链、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努力实现港航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三）发展思考

进一步聚焦关键核
心技术

增强自主创新

02
⚫ 立足港航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机制优

势，加快港航数字化基础性技术、应用性技术创新突破，提升关键软

硬件技术能力，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 实现关键核心应用的国产化，以智慧化驱动技术应用创新、业务流程

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推动港航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三）发展思考

03
进一步聚焦数字化资源

集约利用
促进功能提升

⚫ 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各级政府

的引导推动和支持保障作用。

⚫ 把握港航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充分

利用现有数字化资源和设施，挖掘潜力、补齐短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

全面数字化，不断满足港航业大型化、专业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



（三）发展思考

04
进一步聚焦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数实融合发展

⚫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港航数字经济，加快数字技术和港航经济融合发展，

推动港航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培育数字新业态、新模

式，促进港航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 创新港航数据服务，依托大数据、AI、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流程数字

化一单制，推进国际贸易、航运信息、交易平台、融资授信、航运保

险等商贸增值服务，为货主、船公司、物流企业等提供定制化服务。

⚫ 推动交通与能源数实融合、交旅融合、老港区港城融合、文旅融合发

展。



（三）发展思考

05
进一步聚焦人才培养

⚫ 引导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服务港航高质量发展，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港

航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赋予青年科技人才

更多担纲领衔、脱颖而出的机会；

⚫ 提高港航青年科技人才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

更好应对复杂形势、担当职责使命。



打造综合交通信息港  

缔结现代物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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