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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川水资源丰富ꎬ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１０ ２％ ꎬ境内河流密

布ꎬ流域面积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１０４９ 条ꎬ具备大规模发展内

河水运的先天优势ꎮ 内河水运是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振兴四川水运对促进水资源综合利用、加快建设交通强

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意义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交

通运输部«内河航运发展纲要»和省政府«四川省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等系列决策部署ꎬ推动四川由水运资源大省向内河水运

强省转变ꎬ支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打造ꎬ亟需对全省内河航道与

港口布局进行新一轮系统规划ꎮ

本次规划范围为省内七级及以上通航河流ꎬ规划立足四川水

运资源禀赋特征ꎬ紧紧围绕“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运输走廊

和省内“一轴两环三带四联”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ꎬ全面优化航

道网络空间结构和港口体系功能布局ꎬ明确提出四川航运提质增

效的关键策略ꎬ是指导四川省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ꎮ

规划期至 ２０３５ 年ꎬ远景展望至 ２０５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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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基础

(一)发展现状ꎮ

四川航道网络与经济区天然耦合ꎬ长江横贯川南经济区ꎬ岷

江、沱江纵贯成都平原经济区ꎬ金沙江沟通攀西经济区ꎬ嘉陵江、渠

江、涪江联通川东北经济区ꎬ诸多支流天然成网ꎬ水运优势独特ꎮ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ꎬ四川内河水运加快发展ꎬ取得了显著

成效ꎮ 航道网络干支相连ꎮ 全省现有通航河流 １７６ 条ꎬ通航湖库

１４７ 个ꎬ通航里程 １ ０５ 万公里ꎬ位居全国第四ꎬ西部第一ꎮ 四级及

以上航道里程达到 １８９２ 公里ꎬ长江宜宾至重庆、金沙江溪洛渡至

水富、渠江广安至重庆段可常年通行千吨级以上船舶ꎬ嘉陵江广元

至重庆、岷江乐山至宜宾段可常年通行 ５００ 吨级以上船舶ꎮ 港口

功能积极拓展ꎮ 全省现有港口 １８ 个ꎬ生产性码头泊位 ４０３ 个ꎬ港

口货物吞吐能力 １０３９１ 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 ２５０ 万标箱ꎮ 泸州

港、宜宾港、广安港、南充港、广元港大型综合作业区建成投运ꎬ乐

山港大件码头和旅游码头持续提升ꎮ 泸州港、宜宾港国家临时开

放口岸获批ꎬ提升了四川乃至川滇黔地区对外开放水平ꎮ 泸州港、

宜宾港等港口后方吸引了恒力、宁德时代等众多企业入驻ꎬ港产城

一体化建设取得突破ꎮ 服务能力稳步提升ꎮ 全省拥有运输船舶

４２６２ 艘ꎬ货船平均吨位 ６２０ 吨ꎮ ２０２１ 年全省水路运输完成客运量、

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及货物周转量分别为 ７２６ 万人次、０ ８７ 亿人次

公里、６０４９ 万吨和 ２７６ 亿吨公里ꎬ全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３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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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ꎬ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２８ ７６ 万标箱ꎮ 干支联运、江海联运、铁

水联运稳步增长ꎬ翻坝运输、大件运输势头良好ꎬ开通集装箱航线

１５ 条、铁水联运班列 １１ 条ꎮ 嘉陵江、金沙江等航道等级的提升有

力地促进川东北、攀西以及云贵陕甘等地区资源开发ꎬ嘉陵江、长

江沿线已布局 ２０ 多个工业园区ꎬ内河水运吸引沿江产业集聚作用

明显ꎮ 治理体系逐步健全ꎮ «四川省航道条例»发布实施ꎬ非法码

头专项整治全面完成ꎬ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挂牌成立ꎬ港口资源整

合迈出坚实步伐ꎬ嘉陵江实现梯级通航跨省联合调度ꎬ与重庆共建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水资源综合利用ꎮ 嘉陵江、

岷江、渠江等梯级建设改善航道条件的同时ꎬ在促进沿江综合开

发、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减少安全事故、提高防洪抗旱能力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ꎬ水资源综合效益得到充分发挥ꎮ 内河水运发展为

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流域经济培育奠定了坚实基础ꎬ全省 ５８ 个

县(市、区)因水而兴ꎬ直接受益群众达 ３３００ 万人ꎮ

对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的要求ꎬ我省内河水运发展滞后、大

而不强ꎬ水路货运量仅占全社会货运量的 ２ ９５％ ꎬ较湖北省(全国

第 ６ 位①)低 ２２ ６％ 、较江西省(全国第 ９ 位②)低 ３ ９％ 、较重庆市

(全国第 １２ 位③)低 １３ ４％ ꎬ在综合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不断弱化ꎬ

已成为建设交通强省的明显短板ꎮ 航道通达通畅不足ꎮ 高等级航

道比例较低ꎬ里程占比仅为通航总里程的 ８ １％ ꎬ约 ８０％ 国家高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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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通航里程在全国排名ꎮ
江西省通航里程在全国排名ꎮ
重庆市通航里程在全国排名ꎮ



级航道建设尚未达标ꎻ“肠梗阻”现象严重ꎬ高等级航道碍航闸坝

比例达 ３１％ ꎬ同时存在嘉陵江井口段航道通行能力低及三峡通道

能力不足等瓶颈制约ꎮ 港口功能尚待完善ꎮ 全省岸线资源分散ꎬ

千吨级泊位仅占全省泊位总数的 １１％ ꎻ港口功能配置不优ꎬ集装箱

能力相对过剩ꎬ液货、散货能力不足ꎬ衍生增值服务相对欠缺ꎻ重要

港口与后方货源地之间的集疏运通道不完善ꎬ与其他运输方式衔

接不畅ꎬ适水货物公转水推进相对迟缓ꎬ铁水联运比例偏低ꎮ 运输

服务水平不高ꎮ 航运物流链不完善ꎬ运力规模超万吨的航运企业

仅占 １５％ ꎬ运输业态单一ꎬ运营扶持政策薄弱ꎻ船舶运力结构不优ꎬ

４５％ 的货运船舶老旧ꎬ载重 ２００ 吨以下的船舶占 ６７％ ꎻ安全监管形

势严峻ꎬ水运风险源多ꎬ人员及设施设备配备不足ꎻ公共锚地等服

务设施匮乏ꎻ行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偏低ꎬ数字航道、智慧港口建设

处于起步阶段ꎬ信息服务内容相对单一ꎮ 统筹融合发展欠缺ꎮ 水

电航统筹发展不够ꎬ联合调度机制有待健全ꎻ港产城联动发展有待

进一步优化ꎬ临港产业规模总体偏小ꎻ港口资源整合不到位ꎬ成渝

两地港口腹地范围重叠、功能定位不明确、协作机制不健全ꎻ水资

源日益紧张ꎬ引大济岷、白龙江等引水工程将减少岷江、嘉陵江航

运发展所需通航流量ꎻ环境保护、空间管控等制度更加严格ꎬ项目

要素保障趋紧ꎮ

(二)形势要求ꎮ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ꎬ“一带一

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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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在川叠加ꎬ四川水运发展

的战略机遇更加难得ꎮ 我省“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

展战略深入实施ꎬ“一轴两翼三带”区域经济布局加快构建ꎬ四川

水运发展的战略动能更加强劲ꎮ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全面实施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全

国交通“四极”之一ꎬ泸州港、宜宾港成为全国内河主要港口ꎬ四川

水运发展的战略位势显著提升ꎮ ２０２２ 年中央财经委第十一次全会

强调加强内河航道港口规划建设ꎬ«内河航运发展纲要»和«共建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实施方案»印发实施ꎬ四川水运发展政策支撑更

加有力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擘画四川水运发展蓝图ꎬ必须站在新时代

治蜀兴川全局的高度ꎬ加快转变观念、主动抢占先机、奋力开拓新

局ꎮ 必须充分认识水运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稳定经济运行大盘、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作用ꎬ进一步提升水运在综合立体交通

网中的地位ꎮ 必须坚持供需两端同步发力ꎬ既要联网、补网提升设

施供给能力ꎬ又要高度重视航运生态圈打造和适水产业链锻造ꎬ主

动激活市场需求ꎮ 必须坚持建养运管协同并进ꎬ既要强化项目牵

引、扩大优质增量供给ꎬ又要加大设施维护运营投入ꎬ挖掘存量设

施潜能ꎮ 必须更加注重开放联动ꎬ扩能长江及沿线港口ꎬ衔接西部

陆海新通道ꎬ协同重庆市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ꎬ强化与长江中下

游港口合作ꎬ积极融入海上丝绸之路ꎻ贯通金沙江ꎬ完善沿江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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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量预测ꎮ

«四川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指出ꎬ我省水路货运需求

与交通运输货运需求的总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ꎬ仍保持持续增长ꎬ

在某些方面呈现一些具有行业特点的结构化特征ꎮ

随着碳达峰如期实现以及四川水运基础设施优化提升ꎬ水运

运能大、能耗小、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ꎬ预计未来四

川水运将承担腹地更多大宗货物中长途运输ꎬ四川水路运输需求

总体增速较快ꎬ预计至 ２０３５ 年ꎬ全省水路货运量年均增速为 ８％ 左

右ꎬ全省水路货运量达到 １６５００ 万吨ꎬ港口吞吐量达到 １８１００ 万吨ꎬ

货种主要为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金属矿石、化工原料及制品、钢

材、粮食、机械设备电器等ꎬ中长途运输需求主要分布在长江、金沙

江、岷江、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等高等级航道ꎮ

同时ꎬ随着综合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ꎬ服务于交通出行的水路

客运量将持续下降ꎬ但水运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将成为水运发展新

业态ꎮ 未来四川省水路客运将主要承担水上旅游运输ꎬ兼顾短途、

客渡运输ꎬ预测四川省水路客运量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２５００ 万人次ꎮ

二、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ꎬ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

二次、三次全会精神ꎬ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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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ꎬ立足新发展阶段ꎬ贯彻新发展理念ꎬ融入新发展格局ꎬ以

建设交通强省为统揽ꎬ以实现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为目标ꎬ聚焦航

道扩能级、港口拓功能、航运提质效、运行保安畅、绿色促低碳、融

合谋发展ꎬ加快构建现代内河水运体系ꎬ为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极提供支撑ꎬ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水运力量ꎮ

(二)基本原则ꎮ

科学谋划ꎬ适度超前ꎮ 适应新发展格局ꎬ着力强化水运在沟通

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通道和枢纽

作用ꎬ强化水运在沿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中的先导性作用ꎬ强化水

运对服务高水平开放、促进水资源综合利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支撑作用ꎬ科学合理确定四川水运的功能定位ꎬ适度超前谋划

内河水运发展ꎮ

统筹融合ꎬ协调发展ꎮ 围绕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ꎬ川渝

一盘棋构建、一体化推进、一条心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ꎮ 统筹水

运与公铁、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布局ꎬ实现空间共享、互联互通、

协调联动ꎬ提升衔接转换效率ꎮ 统筹水运与产业城市的融合发展ꎬ

提升内河水运开放水平和辐射能力ꎮ

突出重点ꎬ一江一策ꎮ 结合各航道和港口的地理位置、自然条

件、综合交通和沿线产业布局ꎬ科学确定航道、港口布局和功能定

位ꎬ依据各通道特点制定各高等级航道发展策略ꎬ突出发展重点ꎬ

聚焦短板弱项ꎬ精准配置资源ꎮ

创新智慧ꎬ绿色安全ꎮ 注重科技引领、数智赋能ꎬ强化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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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攻关ꎬ推动水运数字化、网联化发展ꎮ 深化关键领域改革ꎬ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ꎮ 统筹发展和安全ꎬ提升安全防控和应急救

援能力ꎮ 推进水运绿色低碳转型ꎬ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ꎮ

(三)规划目标

１ ２０３５ 年发展目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基本建成航道通江达海、港产融合互动、运输经济

高效、发展绿色低碳、运行智能可靠的四川内河水运体系ꎬ实现内

河水运高质量发展ꎬ水运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地位显著提升ꎬ联

合重庆市共同建成航运产业要素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服务西

部辐射全球的长江上游航运中心ꎬ内河水运成为优化运输结构和

绿色发展的主力军ꎬ内河航道成为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重要

组成ꎬ内河港口成为交通枢纽体系的主要支点和对外开放的重要

平台ꎬ基本实现我省由水运资源大省向内河水运强省跨越ꎬ为实施

“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做好支撑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当好先行ꎮ

航道通江达海ꎮ 基本建成“一横五纵多线”干支直达的内河

航道网络体系ꎬ建成 ５ 条出川通道ꎬ三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达

到 ２１６０ 公里ꎬ高等级航道对市级行政区的覆盖率达到 ５７％ ꎮ 长江

干线常年通行 ３０００ 吨级以上船舶ꎬ金沙江、岷江、嘉陵江、渠江、涪

江常年通行 １０００ 吨级以上船舶ꎬ沱江常年通行 ５００ 吨级以上

船舶ꎮ

港产融合互动ꎮ 基本形成“两核四翼多点”现代化港口体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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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吨级以上泊位达到 ３００ 个ꎬ全省港口吞吐能力超过 １ ８１ 亿吨ꎮ

建成衔接高效、互联互通的港口集疏运体系ꎬ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

要港口的铁路进港率近 ８０％ ꎬ二级以上公路进港率达到 １００％ ꎮ

港产城融合发展全面推广ꎬ重要港口对外开放功能全面提升ꎮ

运输经济高效ꎮ 水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比重突破 ５％ ꎬ

多式联运、江海联运、干支直达、水水中转等运输组织模式蓬勃发

展ꎬ班轮航线直达长江沿线主要港口ꎬ全面融入海上国际运输

通道ꎮ

发展绿色低碳ꎮ 船舶基本实现标准化ꎬ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船

占比显著提升ꎮ 船舶污水垃圾实现应收尽收、达标排放ꎮ 严格控

制港口岸线开发利用强度ꎬ通过加强岸线资源整合、做优岸线增

量、提升岸线利用效率ꎬ实现港口岸线的集约高效利用ꎮ 港口机械

设备全部实现电力驱动ꎮ 嘉陵江、岷江、金沙江、渠江基本建成绿

色低碳航道ꎮ

运行智能可靠ꎮ 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水平全面提升ꎬ新一代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ꎬ水运智能、安全发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ꎮ 全省

高等级航道基本建成“数字航道”ꎬ重要港口主要作业区建成“智

慧港口”ꎬ建成“覆盖全面、反应快速、保障有力”的水上交通运输

安全保障体系ꎮ

２ ２０５０ 年展望目标

到 ２０５０ 年ꎬ全面建成平安、绿色、畅通、智慧、高效的现代化四

川内河水运体系ꎮ “一横五纵多线”航道网全部达标ꎬ“两核四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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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港口集群功能完备ꎬ内河航运水平达到国内先进ꎬ水运比较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ꎬ成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的坚强支撑ꎬ成为我

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如期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抓手ꎮ

三、规划布局

(一)航道布局规划ꎮ

１ 航道层次规划

依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ꎬ结合航道发展条件、

功能作用、开发前景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ꎬ将四川省境内航

道划分为国家高等级航道、地区重要航道、一般航道三个层次ꎮ

———国家高等级航道

国家高等级航道是指组成国家航道网的内河干线航道ꎮ 依据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ꎬ将长江干线、金沙江、岷江、嘉

陵江、渠江、沱江、涪江规划为国家高等级航道ꎮ

规划国家高等级航道共计 ２２８８ 公里ꎬ包括一级航道 ９３６ 公

里、二级航道 ３０ 公里、三级航道 １３２２ 公里ꎮ 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

方案见表 １ꎮ

表 １　 四川省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方案

序
号

航道
名称

起讫点
规划
里程

(公里)

现状
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

发展规
划技术
等级

规划梯级

１ 长江
干线

水富—宜宾
合江门

３０ 五级 二级 二级 　

宜宾合江门
—泸州彩溪口

２２８ 三级 一级 一级 　

２ 金沙江
攀枝花雅砻
江口—水富

７０８ 六级—
三级

三级 一级
乌东德、 白鹤滩、 溪洛渡、 向
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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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航道
名称

起讫点
规划
里程

(公里)

现状
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

发展规
划技术
等级

规划梯级

３ 岷江

彭山江口—乐
山大渡河河口

１１５ 六级、
四级

三级 三级
尖子山、汤坝、张坎、虎渡溪、汉
阳、板桥

乐山大渡河河口
—宜宾合江门

１６２ 四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老木孔、东风岩、犍为、龙溪口

４ 嘉陵江
广元铁路桥
—黄帽沱

５３４ 四级 三级 三级

上石盘、水东坝、亭子口、苍溪、
沙溪、金银台、红岩子、新政、金
溪、马回、凤仪场、小龙门、青
居、东西关、桐子壕

５ 渠江
达州南门口
—丹溪口

２８６ 七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金盘子、舵石鼓、风洞子、凉滩、
四九滩、富流滩

６ 涪江
遂宁吴家街

—三星
５５ 七级—

五级
三级 三级 唐家渡、过军渡、三星

７ 沱江 白马—泸州 １７０ 七级—
五级

三、
四级

三级
龙门阵、牛佛、黄泥滩、黄葛浩、
银蛇溪、幺滩、流滩坝、小市

合计 　 ２２８８ 　 　 　 　

长江干线:长江干线是川滇黔三省与长江中下游沟通的纽带ꎬ

是四川省内河航道体系的主干、东向出川唯一的水运通道ꎮ 长江

干线起于云南水富ꎬ经四川宜宾、泸州至重庆以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ꎬ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ꎮ 长江干线(水富至彩溪口)由长江水富

至宜宾合江门、宜宾合江门至泸州彩溪口两段组成ꎮ 长江沿线适

水产业主要为汽车及装备制造、食品饮料、能源化工、新材料及精

细化工等产业ꎬ预测长江干线四川段 ２０３５ 年水运量为 ６６５０ 万吨ꎬ

主要为石油天然气及制品、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钢

材、化工原料及制品、粮食等货类ꎮ

金沙江:金沙江是攀西和滇北地区通往长江、沟通东中部地区

的重要水运通道ꎬ是联结长江经济带与东南亚的战略物流大通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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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高等级航道起于攀枝花雅砻江口ꎬ经四川凉山、宜宾以及云

南楚雄、昆明、曲靖、昭通于云南水富连接长江干线ꎬ可通过成昆铁

路衔接孟中印缅国际通道ꎮ 金沙江沿线适水产业主要为能源化

工、绿色建材、先进材料、采选冶炼等产业ꎬ预测金沙江 ２０３５ 年水

运量为 ４０００ 万吨ꎬ主要为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

化工原料及制品等货类ꎮ

岷江:岷江是成都平原经济区联系长江沿线地区的重要纽带ꎬ

是四川重大装备进出川的重要通道ꎮ 岷江高等级航道起于彭山江

口ꎬ经眉山、乐山于宜宾合江门汇入长江干线ꎬ可衔接川藏铁路ꎮ

岷江沿线适水产业主要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食品饮料、装

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产业ꎬ预测岷江 ２０３５ 年水运量为 ２２５０ 万吨ꎬ主

要为矿建材料、非金属矿石、盐、机械设备及电器、粮食、化工原料

及制品等货类ꎮ

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东北部以及陕甘地区通江达海的重要

水运通道ꎮ 嘉陵江高等级航道起于广元铁路桥ꎬ经广元、南充、广

安至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干线ꎬ可衔接中欧班列通道ꎮ 嘉陵江沿

线适水产业主要为冶金制造、油气化工、粮油加工、汽车汽配、丝纺

服装、高端装备等产业ꎬ预测嘉陵江 ２０３５ 年水运量为 ３０００ 万吨ꎬ主

要为金属矿石、钢材、化工原料及制品、粮食、化肥及农药、机械设

备及电器、矿建材料等货类ꎮ

渠江:渠江是达州、广安连接西南重镇重庆市的重要水运通

道ꎮ 渠江高等级航道起于达州南门口ꎬ经达州、广安至重庆合川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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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嘉陵江ꎮ 渠江适水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粮油加工、装备制造、

食品饮料、新材料等产业ꎬ预测渠江 ２０３５ 年水运量为 １７００ 万吨ꎬ主

要为化工原料及制品、金属矿石、机械设备、水泥、矿建材料、粮食

等货类ꎮ

沱江:沱江是成都平原经济区沟通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条重要

水运通道ꎮ 沱江高等级航道起于内江白马ꎬ经内江、自贡于泸州管

驿嘴汇入长江干线ꎮ 沱江沿线适水产业主要为装备制造、食品饮

料、纺织鞋服、冶金建材、机械汽配等产业ꎬ预测沱江 ２０３５ 年水运量

为 ６５０ 万吨ꎬ主要为矿建材料、机械设备电器、钢材、粮食等货类ꎮ

涪江:涪江是绵阳、遂宁等地联系重庆通江达海的重要水运通

道ꎮ 涪江高等级航道起于遂宁吴家街ꎬ经遂宁于重庆合川汇入嘉

陵江ꎮ 涪江沿线适水产业主要为锂电及新材料、油气化工、机械与

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汽车汽配等产业ꎬ预测涪江 ２０３５ 年水运量为

７５０ 万吨ꎬ主要为机械设备、矿建材料、化工原料及制品、粮食等

货类ꎮ

———地区重要航道

地区重要航道包括国家高等级航道延伸通道和服务乡村振兴

的大型通航水库ꎮ 规划岷江、沱江、涪江等航道的上游航道以及雅

砻江、大渡河、巴河、釜溪河、白龙江等航道为地区重要航道ꎮ 规划

地区重要航道总里程 １３１４ 公里ꎬ其中四级航道 ５２７ 公里、五级航

道 ５４２ ４ 公里、六级航道 １５７ ６ 公里、七级航道 ８７ 公里ꎮ 地区重要

航道规划等级情况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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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四川省地区重要航道规划方案

序号 航道名称 起讫点
规划里程
(公里) 现状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

发展规划
技术等级

１ 岷江 成都九眼桥—彭山江口 ７１ 七级 六级 五级

２ 沱江 金堂(毗河汇入口)—白马 ３２６ 七级—
六级

七级—
四级

四级

３ 涪江 绵阳三江—遂宁吴家街 １６６ 七级—
四级

七级—
四级

四级

４ 雅砻江

卡拉—锦屏一级电站大坝(锦屏一级
库区) ８７ 七级以下 七级 七级

盐源周家坪—官地电站大坝(官地库
区) ５８ 六级 六级 六级

官地电站大坝—二滩电站大坝(二滩
库区) １５６ １ 五级 五级 五级

二滩大坝—雅砻江口 ３０ ５ 六级 六级 六级

５ 大渡河

峨边沙坪镇码头—沙湾玉溪河口 １１５ ５ 七级
七级—
五级

五级

沙湾玉溪河口—汇合口 ３５ 五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６ 巴河 平昌县城(汇合口)—三汇石盘码头 １１４ ５ 七级—
六级

七级—
五级

五级

７ 釜溪河
双河口大桥—邓关船闸 ６９ １ 七级 六级 六级

邓关船闸—沙嘴 ４ ３ 五级 五级 五级

８ 白龙江
广元姚渡—三堆 ５４ 六级 六级 五级

三堆—昭化 ２７ 七级 七级 五级

合计 　 １３１４ 　 　 　

———一般航道

一般航道是指国家高等级航道和地区重要航道以外的等级航

道ꎮ 规划赤水河、青衣江、沐溪河等 ４５ 段其他支流航道和 １８ 个湖

库区航道为一般航道ꎮ 规划一般航道总里程 ２２６４ 公里ꎬ其中四级

航道 ５５ １ 公里、五级航道 ３０７ １ 公里、六级航道 ５１６ ５ 公里、七级

航道 １３８５ ３ 公里ꎮ 一般航道规划等级情况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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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四川省一般航道规划方案

序号 航道名称 起讫点
规划里程
(公里) 现状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④

(一)其他支流航道 ２００４ ６ 　

１ 嘉陵江 对溪—广元铁路桥 ６３ 七级 七级

２ 岷　 江 映秀—紫坪铺 ２７ 六级 六级

３ 金沙江 干箐沟—雅砻江口 ５２ 六级 五级

４ 涪　 江 东方红大桥—三江枢纽 １２ 六级 五级

５ 大渡河

泸定县得妥乡湾东村汊河口—宰漯河口
上游 ２ 公里

７８ ８ 七级及以下 七级

汉源县宰螺河口上游 ２ 公里—瀑布沟
大坝

４５ 五级 五级

瀑布沟大坝—峨边沙坪镇码头 ６６ ２ 七级及以下 七级

６ 巴　 河
枣林漩滩子—金碑木连溪 ８７ ７ 七级 六级

木连溪—平昌县城(汇合口) ６０ 六级 六级

７ 鳡鱼河 永兴—河口 ３９ 五级 五级

８ 小金河
后所乡下瓜落米组—河口(锦屏一级库
区) ７３ 七级 七级

９ 溜筒河 一车乡—河口沙坪子 １１ 五级—四级 四级及以上

１０ 关　 河 滩头索桥—河口 ５６ ３ 七级 七级

１１ 南广河 门坎滩码头—来复码头 ４４ 七级 七级

１２ 长宁河 开佛乡三里半—竹海镇 ３０ ７ 七级 七级

１３ 永宁河

庙沱—天池码头、天池下码头—金桥电
站、背佛岩—马麦大桥

２０

沙咀—安富桥 ５

海蚌槽—大洲驿 １１ ９

七级 七级

１４ 赤水河
鲢鱼溪—合江 ４９ 五级 五级

太平—顺江浦 １０ 七级 七级

１５ 白节子河 自贡河口—自贡高硐石堰 １２ 五级 五级

１６ 旭水河
(荣溪河) 二美桥—双河口 ９８ ９ 七级 七级

１７ 威远河 高硐船闸—河口 ７ ８ 七级 七级

—８１—
④ 一般航道于 ２０３５ 年全部达标ꎬ因此发展规划技术等级与 ２０３５ 年一致ꎮ



序号 航道名称 起讫点
规划里程
(公里) 现状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④

１８ 青衣江 飞仙沙窝子—肖坝草鞋渡 １４５ 七级 七级

１９ 马边河 利店大桥—河口左岸台地尾 ６９ １ 七级 七级

２０ 马边河汊河
(舟坝库区) 舟坝码头—仁和码头 ８ 七级 七级

２１ 沐溪河
老炭库乡—王华村 ３ ２ 七级以下 七级

王华村—河口 １４ ５ 七级以下 四级

２２ 茫溪河 五通小中坝坝尾—金家滩村 １４ 七级 七级

２３ 流沙河

瀑布沟库区(河西乡金鸡崖—黑石沟河
口) ７ 七级 七级

瀑布沟库区黑石沟河口—河口 ５ 五级 五级

２４ 田湾河 大岗山库区田湾乡—河口 ４ 七级 七级

２５ 梓　 江
城关猫儿嘴—大佛寺 ３４ ４ 七级 七级

大佛寺—河口 ３６ １ 五级 五级

２６ 郪　 江 郪口浩口—象山 ５９ ５ 六级 六级

２７ 琼　 江 安居镇—大安乡半边河 ４８ 六级 六级

２８ 渠　 河 黄莲沱—龙凤 ２０ 五级 五级

２９ 流江河
黄渡码头—陡坎电站大坝 ２５ 七级 七级

望江—林岗溪 ２２ 七级 七级

３０ 大洪河 搭界寺—岗家桥 ６１ ９ 七级 七级

３１ 恩阳河 双孔桥—三江码头 １０７ 七级 七级

３２ 曲滨河 澌滩老渡口—曲滨河(射口河) ２９ 七级 七级

３３ 蹬子河 蹬子电站堤坝—岳家 １４ ７ 七级 七级

３４ 高升河 沙咀—龙升滩 ４ 七级 七级

３５ 秦家河 秦家河库区 １６ ５ 七级 七级

３６ 高升河 高吭电站—水宁寺 ５ 七级 七级

３７ 洞滩河 洞滩河电站—三溪口 ７ ５ 七级 七级

３８ 通江河

断滩—望江咀 ５６ ３ 六级 六级

新桥河—断滩 ４６ 六级 六级

高坑电站—石门子 ２１ 七级 七级

九浴溪电站—石洞口 １７ 七级 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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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航道名称 起讫点
规划里程
(公里) 现状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④

３９ 州　 河 江口电厂大坝—南门口 ５４ 七级 七级

４０ 前　 河 黄石—江口电站大坝 ２７ 七级 七级

４１ 后　 河 普光—江口电站大坝 ２７ 七级 七级

４２ 两叉河 清溪口—陈家坝 ３ 七级 七级

４３ 铁溪河 三河公路大桥—樟木沟 ３ 七级 七级

４４ 黑水河 俱乐—河口 ２７ １ 五级—四级 四级及以上

４５ 南　 河 彭山南河大桥—江口 ２ ５ 七级以下 四级

(二)湖库区航道 ２５９ ４ 　

１ 上游水库 水库大坝—柑子坳 ４ ４ 七级 七级

２ 寸塘口水库 大坝—码头 １６ 六级 六级

３ 五五水库 缓坝—大坝 ５ ７ 六级 六级

４ 黑龙滩水库 黑龙滩水库 １２ ３ 六级 六级

５ 赤城湖水库 赤城湖水库 ２０ 五级 五级

６ 沙坝水库 沙坝水库 １７ 五级 五级

７ 跑马滩水库 跑马滩水库 ２１ ７ 六级 六级

８ 麻子滩水库 中心镇—栏江镇 ２２ ３ 六级 六级

９ 白龙湖

土地岭(河口)—九道拐(金龙山) (清
河) ７ ５ 六级及以下 六级

营盘—瓮家坝(乔庄河) ２６ 六级 六级

天皇院—木鱼(木鱼河) ５ 六级及以下 六级

曹家坪—安家坝(金溪河) １３ 六级及以下 六级

税家沟—冯家坝(税家河) ２ ５ 六级及以下 六级

１０ 牛角坑水库 牛角坑水库 ８ ５ 七级 七级

１１ 元沱水库 二郎庙—元沱 ３ 七级 七级

１２ 友谊水库 友谊水库 ５ ５ 七级 七级

１３ 蹬子水库 蹬子水库 ８ 七级 七级

１４ 响滩水库 响滩水库 ８ 七级 七级

１５ 宝石桥水库 宝石桥水库第一附坝—锁口塘 ２０ 七级及以下 七级

１６ 红鱼洞水库 红鱼洞库区 １２ 七级 七级

１７ 玉堂水库 玉堂库区 ７ ５ 七级 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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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航道名称 起讫点
规划里程
(公里) 现状等级

２０３５ 年
发展目标④

１８ 化成水库 化成库区 １３ ５ 七级 七级

合计 　 ２２６４ 　

２ 航道布局规划方案

全省规划七级及以上航道总里程 ５８６６ 公里ꎬ形成以长江、金

沙江高等级航道为“一横”ꎬ以岷江、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高等

级航道为“五纵”ꎬ以地区重要航道和一般航道为“多线”的“一横

五纵多线”内河航道体系ꎮ

(二)港口布局规划ꎮ

１ 港口层次规划

依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ꎬ根据不同港口在区域

经济、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ꎬ将全省

港口划分为主要港口、地区性重要港口和一般港口三个层次ꎮ

———主要港口

主要港口是功能设施齐全、辐射区域广泛、内外贸易航线固

定、对全省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港口ꎬ主要港口由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颁布ꎮ 依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泸州港、宜宾

港规划为主要港口ꎮ

泸州港:是全国内河主要港口ꎬ是四川对外开放的门户ꎬ是长

江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交汇的重要节点ꎬ是泸州市建设港口型国家

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支撑ꎮ 以服务成

都、川南经济区为主ꎬ辐射云贵等地ꎮ 支持泸州建设长江上游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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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心、泸州港申报建设国家开放水运口岸ꎮ 规划以集装箱、大

宗散杂货、滚装运输为主ꎬ以其他货种运输、旅游客运为辅的综合

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纳溪、江阳北、江阳南、龙马潭、泸县、合江、古

蔺、叙永 ８ 个港区ꎮ

宜宾港:是全国内河主要港口ꎬ是西南地区对外物资交流的重

要口岸ꎬ是长江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交汇的重要节点ꎬ是宜宾市建设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临港经济的重要支撑ꎮ 以服务川南、攀

西经济区为主ꎬ辐射云贵等地ꎮ 支持宜宾港申报建设国家开放水

运口岸ꎮ 规划以集装箱、重大件运输为主ꎬ以其他货种运输、旅游

客运为辅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翠柏、南溪、江安和新市 ４ 个

港区ꎮ

———地区性重要港口

地区性重要港口是区域航运中心港ꎬ服务于某个区域经济发

展ꎬ集装箱以内贸为主ꎮ 规划乐山港、广安港、南充港、广元港为地

区性重要港口ꎮ

乐山港:是我省地区性重要港口ꎬ是成都平原经济区最便捷的

通江达海重要港口ꎬ是四川重大装备运输通道的核心组成ꎬ是乐山

市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ꎬ是乐山市建设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撑ꎮ 支持乐山联合成都、眉山共同打造“成都

港”ꎮ 规划以重大件运输、旅游客运为主ꎬ兼顾集装箱、散货等其他

运输货种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嘉州、犍为、五通桥、沐川、沙

湾、峨边、金口河、夹江 ８ 个港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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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港:是我省地区性重要港口ꎬ是渠江沿线重要港口ꎬ是广

安市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区的重要载体ꎬ是广安市打造川东渝北区

域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ꎮ 规划以集装箱、散货为主ꎬ以其他货

种运输和旅游客运为辅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广安、岳池、华蓥

和武胜 ４ 个港区ꎮ

南充港:是我省地区性重要港口ꎬ是嘉陵江沿线重要港口ꎬ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部枢纽港ꎬ是南充市建设嘉陵江航运中心

的主要载体ꎮ 规划以集装箱、散货、件杂货、旅客运输为主ꎬ以其他

货种运输为辅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嘉顺、蓬安、仪陇、南部和

阆中 ５ 个港区ꎮ

广元港:是我省地区性重要港口ꎬ是西北内陆地区通过嘉陵江

联系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水运口岸ꎬ是嘉陵江与中欧班列通道连

接的重要节点ꎬ是广元市建设川陕甘区域物流中心、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规划以集装箱、干散货、件杂货、旅客运

输为主ꎬ以其他货种运输为辅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利州、昭化

和苍溪 ３ 个港区ꎮ

———一般港口

一般港口是指除主要港口、地区性重要港口以外的其他港口ꎬ

主要服务当地经济发展ꎮ 规划凉山港、遂宁港、达州港、攀枝花港、

眉山港、自贡港、内江港、成都港、绵阳港、资阳港、雅安港、巴中港

为一般港口ꎮ

凉山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金沙江水运大通道上的重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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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ꎬ是促进沿江资源开发的重要保障ꎬ是凉山州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的重要组成ꎮ 规划以散货、滚装运输为主ꎬ兼顾其他货种运输和旅

游客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雷波、金阳、布拖、宁南、会东、会

理 ６ 个港区ꎮ

遂宁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遂宁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组

成部分ꎬ是涪江水运通道的主要节点、重庆港重要喂给港ꎬ是带动

遂宁市沿江产业布局、加快水上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托ꎮ 规划以件

杂货运输为主、散货运输为辅ꎬ兼顾旅游客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

规划船山、射洪、大英、蓬溪、安居 ５ 个港区ꎮ

达州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渠江流域物资集散的重要单元ꎬ

是达州市建设川渝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

纽和秦巴地区综合物流枢纽的重要保障ꎮ 规划以件杂货、散货运

输为主ꎬ兼顾集装箱运输和旅游客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中

心、渠县、宣汉 ３ 个港区ꎮ

攀枝花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金沙江水运大通道上的重要港

口ꎬ是攀枝花市建设四川南向开放门户枢纽的重要组成ꎬ是优化攀

枝花沿江产业布局、加快水上旅游开发的重要支撑ꎮ 规划以散货、

件杂货运输为主ꎬ兼顾滚装运输和旅游客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

规划中心、盐边和米易 ３ 个港区ꎮ

眉山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眉山市共建成都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的重要依托ꎬ是眉山市建设川滇藏货物陆水转运中心的重要

组成ꎮ 以件杂货、大件运输为主ꎬ以散货运输和旅游客运为辅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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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彭山、东坡、青神 ３ 个港区ꎮ

自贡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沱江水运通道的主要节点ꎬ是自

贡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ꎬ是优化沿江产业布局、发展临

港经济的重要依托ꎮ 以重大件、件杂货运输为主ꎬ以集装箱、散货

运输和旅游客运为辅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城区、大安、富顺 ３

个港区ꎮ

内江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沱江水运通道的重要节点ꎬ是内

江市发展港口物流园区的基地ꎮ 以件杂货、散货运输为主ꎬ兼顾集

装箱运输和旅游客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白马、乐贤、椑木、

中心、资中、威远 ６ 个港区ꎮ

成都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成都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

组成ꎬ是四川省水上旅游集散中心ꎬ是展示城市形象、助力建设蜀

风雅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载体ꎮ 以旅游客运为主ꎬ适度发

展货物运输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锦江、沱江、三岔湖 ３ 个

港区ꎮ

绵阳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涪江水运通道的重要节点ꎬ是绵

阳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ꎬ是绵阳市加快水上旅游开发

的重要抓手ꎮ 以散货、集装箱运输为主ꎬ兼顾件杂货运输和旅游客

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三台、涪城、游仙 ３ 个港区ꎮ

资阳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资阳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

部分ꎬ是资阳市开发水上旅游资源的重要依托ꎮ 以散货、件杂货运

输为主ꎬ兼顾旅游客运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雁江、安岳、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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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港区ꎮ

雅安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雅安市打造中国国际特色旅游目

的地的有力支撑ꎬ是雅安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ꎮ 以旅

游客运为主ꎬ兼顾散杂货运输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雨城、汉

源、名山和石棉 ４ 个港区ꎮ

巴中港:是我省一般港口ꎬ是巴中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

部分ꎬ是巴中市加快水上旅游开发和服务沿江居民出行的重要抓

手ꎮ 以旅客运输为主ꎬ兼顾散杂货运输的综合性港口ꎮ 重点规划

平昌、巴州 ２ 个港区ꎮ

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ꎬ适时启动德阳、甘孜、阿坝等地

港口规划建设ꎮ

２ 港口布局规划方案

全省共规划港口 １８ 个ꎬ其中具备千万吨货物吞吐能力的港口

７ 个ꎬ构建“两核四翼多点”的现代化港口体系ꎮ “两核”为泸州港、

宜宾港 ２ 个主要港口ꎻ“四翼”为乐山港、广安港、南充港、广元港 ４

个地区性重要港口ꎻ“多点”为凉山港、遂宁港、达州港、攀枝花港、

眉山港、自贡港、内江港、成都港、绵阳港、资阳港、雅安港、巴中港

１２ 个一般港口ꎮ

３ 主要运输系统布局

———集装箱运输系统

规划形成以泸州港、宜宾港为集装箱干线港ꎬ以乐山港、广安

港、南充港、广元港为喂给港ꎬ其他港口为补充的四川省集装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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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系统ꎮ

———干散货运输系统

根据腹地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发展需要ꎬ规划形成以泸州港、宜

宾港、乐山港、南充港、广元港、凉山港、达州港、攀枝花港为重点ꎬ

其他港口为补充的四川省干散货运输系统ꎮ

———大件运输系统

根据我省重装产业布局及发展需求ꎬ规划形成以乐山港、宜宾

港、泸州港、自贡港、南充港、眉山港为重点ꎬ其他港口为补充的四

川省大件运输系统ꎮ

———滚装运输系统

根据河流特点及沿江产业分布情况ꎬ规划形成以泸州港、宜宾

港、凉山港为重点ꎬ其他港口为补充的四川省滚装运输系统ꎮ

———翻坝货物运输系统

根据金沙江下游各梯级特点ꎬ规划形成以乌东德、白鹤滩、溪

洛渡、向家坝上下游翻坝码头为重点组成的翻坝货物运输系统ꎮ

———旅游客运系统

依托全省丰富的水上旅游资源ꎬ以江河为线、以湖泊为点ꎬ与

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紧密结合ꎬ总体形成四川省水上旅游码头“两

轴五线四核六翼”水上旅游客运系统ꎬ“两轴”指岷江、嘉陵江 ２ 条

黄金“慢游”航道ꎬ“五线”指金沙江、长江、渠江、沱江、涪江 ５ 条观

光休闲航道ꎬ“四核”指成都港、乐山港、南充港、广元港 ４ 处旅游集

散中心ꎬ“六翼”指凉山港、攀枝花港、达州港、内江港、广安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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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港 ６ 处重要旅游门户码头ꎮ

规划各运输系统专业化码头作业区详见表 ４ꎮ

表 ４　 四川省港口运输系统布局方案

序号 运输类型 港口名称 港区及主要作业区

１ 集装箱

泸州港 龙马潭港区龙溪口作业区、合江港区李子坝作业区

宜宾港 翠柏港区志城作业区、南溪港区学堂坝作业区

乐山港 犍为港区高石坝作业区、五通桥港区李河坝作业区

广安港 广安港区新东门作业区

南充港 嘉顺港区都京作业区

广元港 昭化港区红岩作业区、苍溪港区张家坝作业区

达州港 中心港区金垭作业区

自贡港 大安港区牛佛作业区

２ 干散货

泸州港
纳溪港区永利作业区、纳溪港区香炉石作业区、合江港区密溪沟作
业区

宜宾港 翠柏港区志城作业区、新市港区楼东作业区

乐山港 犍为港区高石坝作业区

南充港 南部港区金石码头、蓬安港区唐家坝码头

广元港 昭化港区红岩作业区、苍溪港区张家坝作业区

凉山港
雷波港区新街作业区、雷波港区卡哈洛作业区、雷波港区金沙口作
业区

达州港 中心港区金垭作业区、渠县港区宕渠作业区

攀枝花港 中心港区大沙坝作业区

３ 大件

乐山港 嘉州港区老江坝作业区

宜宾港 翠柏港区志城作业区

泸州港 江阳北港区大脚石作业区

自贡港 富顺港区李家湾作业区、大安港区牛佛作业区

南充港 嘉顺港区河西作业区

眉山港 彭山港区川滇藏货物陆水转运中心

４ 滚装

泸州港 龙马潭港区龙溪口作业区

宜宾港 翠柏港区志城作业区、新市港区楼东作业区

凉山港 雷波港区新街作业区、雷波港区金沙口作业区等

攀枝花港 中心港区马店河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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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运输类型 港口名称 港区及主要作业区

５ 翻坝

宜宾港 新市港区楼东作业区、翠柏港区烧瓦沱码头

凉山港
雷波港区新街作业区、雷波港区金沙口作业区、金阳港区山江乡码头、
布拖港区白石滩码头、宁南港区白鹤滩码头、会东港区河门口码头等

６ 旅游客运

成都港
锦江港区天府塔码头群、城市阳台码头群、望江楼码头群、金融城码头
群、南湖码头群、锦江生态带码头群及黄龙溪码头群

乐山港
嘉州港区大佛旅游客运作业区、嘉州港区老江坝作业区、峨边港区龚
嘴旅游客运作业区、金口河港区大峡谷旅游客运作业区、夹江港区千
佛岩旅游客运作业区

南充港
嘉顺港区嘉州丽港码头、蓬安港区相如旅游客运码头、南部港区项家
嘴旅游客运作业区、阆中港区凌家窝子旅游客运码头

广元港
昭化港区桔柏渡客运作业区、利州港区皇泽寺旅游作业区、苍溪港区
红军渡旅游码头

４ 港口集疏运体系布局

完善港口对外集疏运通道布局ꎮ 规划以长江、嘉陵江、岷江、

金沙江、渠江等沿线港口为枢纽ꎬ对接干线铁路、公路ꎬ重点依托川

黔粤桂走廊、川滇走廊、川甘青新走廊、川陕蒙走廊、川藏走廊、长

江北走廊ꎬ布局长江沿线港口至北部湾、长江沿线港口至滇黔、嘉

陵江沿线港口至甘陕、岷江沿线港口至西藏、渠江沿线港口至重庆

五个方向对外集疏运通道ꎬ强化我省港口对滇黔、甘陕、青藏等地

的辐射集聚作用ꎬ推动四川港口与重庆港、北部湾港的合作ꎮ

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与港口“最后一公里”布局ꎮ 依托隆黄

铁路、内昆铁路、雅安至泸州沿江货运铁路、兰渝铁路、襄渝铁路、

广巴达万铁路等干线铁路以及成自泸高速、蓉丽高速、兰海高速、

成渝环线高速、成资渝高速等高速公路ꎬ完善港口货运作业区集疏

运网络布局ꎮ 依托城市道路、专用公路、快速路布局完善港口旅游

客运码头进港公路布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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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任务

(一)构建干支衔接的内河航道体系ꎮ

加快高等级航道扩能升级ꎮ 以千吨级航道为骨干ꎬ加快建设

横贯东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的“一横五纵”高等级航道ꎮ 长江

全线扩能:有序推进长江(水富—彩溪口)生态航道建设ꎬ在共抓

大保护的前提下ꎬ结合航道整治生态保护与治理及上游梯级联合

调度实现长江干线全线扩能ꎮ 金沙江全线贯通:加快金沙江(攀枝

花—水富)翻坝运输体系建设和库尾航道整治ꎬ推进金沙江下游乌

东德、白鹤滩、溪洛渡通航建筑物建设有关研究工作ꎬ拓展向家坝

通航建筑物能力ꎬ推动金沙江贯通直航ꎬ完善金沙江综合立体交通

走廊ꎬ助力攀西地区乡村振兴ꎮ 岷江全线达标:加快建设岷江(彭

山—宜宾)老木孔、尖子山等枢纽ꎬ适时新建张坎、板桥、东风岩等

枢纽ꎬ提升已建通航建筑物等级ꎬ整治岷江龙溪口至宜宾航道ꎬ实

现全线达标ꎬ先期通过上游多水库联合调度ꎬ实现岷江高等航道全

线初通ꎮ 嘉陵江全线升级:推动嘉陵江(广元—黄帽沱)新建水东

坝枢纽ꎬ扩能改建通航建筑物ꎬ实现全线升级ꎮ 渠江、沱江、涪江逐

步打通断点堵点、有序贯通:渠江(达州—丹溪口)加快建设风洞

子枢纽ꎬ改建舵石鼓、凉滩老旧枢纽ꎬ改扩建金盘子、四九滩枢纽通

航建筑物ꎬ实现全线贯通升级ꎮ 沱江(内江—泸州)适时新建银蛇

溪、小市等 ５ 个枢纽ꎬ改建黄葛浩、流滩坝等 ３ 个枢纽通航建筑物ꎬ

实现 ５００ 吨级以上船舶常年直航ꎮ 涪江(遂宁—三星)补建三星、

过军渡枢纽通航建筑物ꎬ实现 １０００ 吨级船舶常年直航ꎮ 联合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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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同争取国家尽早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ꎬ积极推进嘉陵江

井口段千吨级航道提升工程规划落地及前期研究论证ꎬ完善嘉陵

江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中心建设ꎮ

提升支流航道及湖库区航道能力ꎮ 结合水资源条件和地方发

展需求ꎬ因地制宜推进地区重要航道和一般航道建设ꎬ拓展延伸水

运服务范围ꎬ改善区域交通和群众出行条件ꎮ 岷江 (成都—彭

山)、沱江(成都—内江)、涪江(绵阳—遂宁)、雅砻江(卡拉—河

口)、大渡河(峨边—河口)、巴河(平昌—河口)、釜溪河(自贡—河

口)、白龙江(姚渡—河口)等地区重要航道ꎬ重点加强航电枢纽建

设、通航建筑物改扩建ꎮ 一般航道重点围绕乡村旅游开发和群众

出行需求ꎬ实施局部航道整治ꎬ完善便民码头等基础设施ꎮ ２０２３—

２０３５ 年全省航道建设重点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２３—２０３５ 年四川省航道建设重点

序号 航道 主要建设内容

(一)高等级航道

１ 金沙江

按照三级及以上航道标准协同云南共同推进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
乌东德 ４ 个库区航道整治ꎬ建设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级翻
坝运输体系ꎬ启动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通航建筑物前期
研究ꎮ

２ 岷江
按照三级标准续建或新建龙溪口、老木孔、东风岩、张坎、板桥枢纽ꎬ岷
江龙溪口至宜宾段航道整治一期及二期工程ꎬ按照四级标准续建尖子
山枢纽、虎渡溪枢纽ꎮ

３ 嘉陵江 按照三级标准建设水东坝枢纽、亭子口通航建筑物ꎮ

４ 渠江
按照三级标准建设风洞子枢纽ꎬ改建舵石鼓、凉滩枢纽ꎬ改扩建金盘子、
四九滩通航建筑物ꎮ

５ 涪江 按照三级标准补建三星、过军渡通航建筑物ꎮ

６ 沱江
按照三级标准建设小市、幺滩、银蛇溪枢纽ꎬ改建黄泥滩、黄葛浩、流滩
坝 ３ 个枢纽通航建筑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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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航道 主要建设内容

(二)地区重要航道

１ 岷江 成 都 至 彭
山段

按照六级标准建设金融城、绕城、伏龙、二江寺、永安、黄龙溪、牧马、江
渎 ８ 座梯级ꎮ

２ 沱江 金 堂 至 白
马段

按照四级航道标准适时建设盘龙寺、灵仙庙、平泉、临江寺、董家坝、甘
露寺、苏家湾、史家街枢纽ꎬ补建九龙滩、白果、养马河、简阳、天宫堂通
航建筑物ꎬ改建石桥、猫猫寺、南津驿、王二溪、五里店、石盘滩通航建
筑物ꎮ

３ 涪江三江至吴家
街段

按照四级航道标准适时建设丰谷井、彭家集、芦溪、吴家街枢纽ꎬ补建冬
瓜山、吴家渡、明台、金华、打鼓滩通航建筑物ꎬ改建文峰、螺丝池通航建
筑物ꎮ

４ 大渡河
按照四级航道标准新建沫水枢纽、补建安谷通航建筑物ꎬ按照五级航道
标准补建沙湾、铜街子、龚嘴通航建筑物ꎮ

５ 雅砻江 按照七级航道标准整治锦屏一级库区ꎮ

６ 巴河
按照五级航道标准适时建设黄梅溪梯级ꎬ补建石佛滩、九节滩、风滩通
航建筑物ꎮ

７ 釜溪河 按照六级航道标准改建邓关、沿滩、金子凼、老新桥通航建筑物ꎮ

８ 白龙江 按照五级航道标准适时建设昭化、紫兰坝、宝珠寺通航建筑物ꎮ

(三)一般航道

１ 金沙江干箐沟—
雅砻江口

按照五级航道标准整治金沙、银江库区ꎮ

２ 涪江 东 方 红 大
桥—三江

按照五级航道标准补建三江通航建筑物ꎮ

３ 大渡河泸定县—
峨边县

结合水电梯级建设ꎬ按照六级航道标准整治大岗山、龙头石、老鹰岩、深
溪沟、枕头坝、沙坪库区航道ꎮ

４ 巴河 枣 林 漩 滩
子—金碑木连溪

结合沿线梯级建设整治该段库区航道ꎮ

５ 溜筒河一车乡至
河口

按照四级航道标准整治该段航道ꎮ

６ 沐溪河老炭库乡
至河口

按照四级航道标准整治王华村至河口 １４ ５ 公里航道ꎬ按照七级标准整
治老炭库乡至王华村 ３ ２ 公里航道ꎮ

７ 黑 水 河 俱 乐—
河口

按照四级航道标准整治该段航道ꎮ

８ 南河彭山南河大
桥—江口

尖子山梯级建成蓄水后ꎬ按照四级航道标准整治该段航道ꎮ

(二)打造集约高效的现代化港口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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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代化港口功能ꎮ 加快推进相关港口总体规划编制(修

编)ꎬ继续建设规模化、专业化码头泊位ꎬ积极推进现有专业化泊位

提升扩能改造ꎬ完善港口功能ꎮ 泸州港、宜宾港等主要港口重点实

施大件等专业化泊位建设、现有港口的升级改造、存量资源的盘

活、岸线资源集约利用ꎬ广元港、南充港、广安港积极推进现有港口

功能延伸拓展ꎬ乐山港根据岷江港航电开发进程有序启动大件、集

装箱、散货等专业化泊位建设ꎮ 深入推进港口资源整合ꎬ分类盘活

存量港口岸线ꎬ加强新增港口岸线资源管控ꎬ着力加强集约化、规

模化公用港区建设ꎮ 制定出台港口区域外客运船舶停靠点规划选

址和管理的有关制度文件ꎮ 统筹公共锚地、水上服务区等公共资

源ꎮ 积极发展现代航运服务功能ꎬ拓展港口现代物流、商贸服务、

大宗商品贸易功能ꎮ 推进口岸开放ꎬ加强泸州港、宜宾港进境粮食

口岸建设ꎬ推动泸州港、宜宾港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联动发

展ꎬ提升口岸服务能力ꎮ

促进港产城协同发展ꎮ 集约利用港口岸线、陆域、水域等资

源ꎬ推动港口与城市和区域发展协调互通ꎬ保护港口深水岸线资

源ꎬ为港口发展留足空间ꎮ 加强港口与后方物流园区、工业园区规

划统筹、功能配套ꎬ引导化工、机械制造、食品饮料、粮油加工、轻工

纺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依托港口集群发展ꎬ支持宜宾三江新

区、四川泸州(长江)经济开发区、乐山犍为新工业基地、南充临江

新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临港产业发

展ꎬ推动适水产业沿江布局ꎬ推动传统港口向“港口＋现代物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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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ꎮ 积极引导过剩产能限时、有序退出市场ꎬ稳步推进老港区功能

调整ꎬ推进城市景观岸线与港口生产岸线协调发展ꎬ加强港口集疏

运通道与城市干道有效衔接ꎬ实现客货适度分离ꎮ 鼓励龙头港口

企业积极参与港口相关的产业、城市开发ꎬ鼓励“前港—中园—后

城”的港产城开发运营管理模式ꎮ 加强旅游客运码头、内河游轮码

头和库区便民码头建设ꎬ构建覆盖全省通航水域的水上客运体系ꎮ

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ꎮ 推动我省港口至北部湾、滇黔、甘陕、

西藏、重庆等 ５ 个方向对外集疏运通道建设完善ꎮ 加快进港铁路

与进港公路建设ꎬ重点推进宜宾港志城、乐山港高石坝、广安港新

东门、南充港都京、广元港张家坝、遂宁港大沙坝进港铁路ꎬ泸州港

大脚石、乐山港高石坝、凉山港翻坝公路、遂宁港大沙坝、达州港金

垭、攀枝花港马店河等港口重点货运作业区以及水上旅游码头进

港公路建设ꎬ打通进港“最后一公里”ꎮ

(三)构建协同高效的航运服务体系ꎮ

发展清洁高效的运输船舶ꎮ 在现有船型基础上ꎬ积极开发滚

装船、大件专用船、集散两用船等船型ꎬ长江重点发展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吨级货船及 ３００ 标箱左右的集装箱船ꎬ岷江、嘉陵江、渠江重点发

展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吨级货船及 ６０ 标箱、１００ 标箱和 ２５０ 标箱的集装箱

船ꎬ金沙江重点发展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吨级货船ꎬ涪江、沱江重点发展

５００—１０００ 吨级货船ꎮ 积极推进绿色智能船舶示范应用ꎬ发展新能

源船舶和节能环保船型ꎬ鼓励发展内河 ＬＮＧ 单燃料动力船舶ꎬ积

极探索发展纯电力、燃料电池及氢与柴油混合动力船舶ꎬ提高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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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水平ꎮ

加快发展多式联运和干支联运ꎮ 发展多式联运体系ꎬ完善公

水、铁水的无缝衔接ꎬ积极推动标准化托盘在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联

运中的应用ꎬ推动建立跨区域、跨运输方式的集装箱循环共用系

统ꎬ提升货运枢纽运行效率ꎮ 培育一批专业化的多式联运经营人ꎬ

提高供应链整合能力ꎬ降低多式联运全过程物流成本ꎮ 拓展水水

中转航线ꎬ构建以泸州、宜宾、乐山、广元、南充、广安等港口为主要

节点的长江水运物流网络ꎬ推进泸州港、宜宾港等水路货运干支水

水中转基地建设ꎮ 川渝共同推进运营“川渝外贸快班”ꎬ强化川渝

通关一体化ꎬ推动泸州港、宜宾港至重庆“水水中转”班轮常态化

运行ꎬ开行广元港、南充港、广安港至重庆果园港的货运水上穿梭

巴士ꎮ 支持广元港至甘肃、陕西铁水联运项目建设ꎬ雅安、自贡等

无水港建设ꎬ加强水港与铁路港、公路港的联动发展ꎮ

建立现代航运服务体系ꎮ 建设航运服务业集聚区ꎬ以重庆航

运交易所和泸州航运贸易中心为平台ꎬ推进航运交易、航运金融、

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ꎬ打造长江上游航运要

素集聚高地ꎮ 提升航运信息服务能力ꎬ依托重庆航运交易所ꎬ建设

航运大数据中心ꎬ筹建长江上游智慧航运调度服务运营中心ꎬ共建

长江上游航运发展智库ꎬ共建共享内河船员基础信息库ꎮ

培育壮大航运市场主体ꎮ 推动港口与货源地的深度合作ꎬ鼓

励泸州港宜宾港吸引滇黔、广元港吸引甘陕地区适水货源从川内

港口下水ꎮ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ꎬ构建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水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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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市场体系ꎬ出台运输扶持优惠政策ꎬ引导更多适水货物“宜水则

水”ꎮ 培育龙头港航企业ꎬ扶持具有跨区域经营实力的航运企业向

综合性、全过程物流供应商发展ꎻ鼓励港航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ꎬ

引导传统港航企业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ꎻ推动川渝港口企业联盟

发展ꎬ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全球货源组织和配置能力的川渝合作或

本土综合物流企业ꎮ

发展高品质内河水上客运ꎮ 促进水上客运与旅游、文化、城市

的融合发展ꎬ推动水上客运旅游化、舒适化发展ꎬ提升客运品质ꎮ

因地制宜提升农村内河水上客运服务设施供给质量和水平ꎬ推动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均等化ꎮ 高标准打造精品水上旅游航线ꎬ丰富

完善水上旅游客运多样化产品ꎮ

(四)强化创新引领的航运科技体系ꎮ

加快水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ꎮ 积极推动水运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ꎬ推动“水运＋”新业态、新模式发展ꎮ 加快嘉陵江等智慧航

道、泸州宜宾等智慧港口、ＡＩＳ(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ꎬ构建基于物联网、５Ｇ、区块链、北斗高精度定位等技术的新

型基础设施体系ꎮ

深化水路运输“互联网＋管理服务”ꎮ 积极打造面向社会的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多式联运信息平台ꎬ加强审慎包容监管ꎬ规范经

营行为ꎮ 推动航务海事业务领域运行监测及应急调度系统的智能

协同和迭代完善ꎬ加快省、市、县三级深入应用ꎬ建设水路交通智能

管理平台ꎬ实现基于“一张图”的业务协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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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科技创新能力ꎮ 加快推进川渝内河港航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和山区河流通航重点实验室建设ꎬ力争建成省部级科研平台ꎮ

加大生态航道建设、智慧航运、高坝枢纽通航等山区河流通航关键

技术研究ꎮ 进一步挖掘应用信息化手段ꎬ促进科技信息化融合发

展ꎬ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ꎬ推进研发能力提升与科技成果转化ꎮ

(五)践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方式ꎮ

提升水运污染防治水平ꎮ 积极推动船舶排放控制区政策在我

省落地ꎮ 完善船舶与港口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ꎬ加快化学品洗舱

站等设施建设和常态化运营ꎬ在重要湖库区等封闭水域率先实行

船舶向水体零排放ꎮ 统筹推动既有码头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和新建

码头环保设施建设使用ꎮ 加强重点水域智能化监测预警能力建设

与监管ꎮ

加大新能源清洁能源推广应用力度ꎮ 推广 ＬＮＧ(液化天然

气)节能环保船舶ꎬ探索发展纯电力、燃料电池等动力船舶ꎬ研究推

进太阳能、氢能等能源在行业的应用ꎮ 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ꎮ

完善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液化天然气加注码头等绿色服务体系

建设ꎮ 加强港口节能减排技术应用ꎮ

强化内河航运生态保护修复ꎮ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

措施ꎬ将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理念贯穿于内河水运规划、设计、

施工养护和运营全过程ꎬ推进绿色港口、绿色航道建设ꎮ 推进早期

建设航运设施的生态修复工程ꎬ强化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

护与修复ꎮ 实施港区绿化工程ꎬ引导港口采用多种措施开展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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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态修复ꎬ鼓励泸州港、宜宾港推进生态港口建设ꎮ

(六)构筑能力充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ꎮ

强化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能力ꎮ 加强重点水域、重点港口、重

点船舶、重点时段安全监管ꎬ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水上客运、渡运

等重点领域联防联控ꎮ 进一步健全完善渡口所在地县(市)政府

牵头ꎬ乡镇政府和多部门参与的内河渡运管理机制体制ꎬ提升安全

和服务水平ꎬ满足农村地区群众水上出行需要ꎮ 建立健全我省水

运应急救助体系ꎬ完善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建设ꎬ加强无

人机、水下机器人等新装备、新技术应用ꎬ提升水上交通动态感知

预警、人命快速有效救助、船舶溢油与危化品处置等核心能力ꎮ 完

善应急管理机制与预案ꎬ统筹发展专业救助和社会救助力量ꎮ

统筹基础设施建管养用ꎮ 强化航道常态化养护ꎬ完善助导航

及航道生产配套设施ꎮ 建立全省统一的通航建筑物梯级调度运行

平台ꎬ加强通航建筑物调度管理ꎮ 加强基础设施运营管理ꎬ依法保

护航道资源ꎬ加强航道及保护范围内水运基础设施运行安全监管ꎬ

加强跨临拦河建筑物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ꎮ

提升行业管理水平ꎮ 完善法规标准体系ꎬ研究制定工程建设、

养护管理、节能环保、安全应急等地方标准ꎬ推动与其他运输方式

标准的对接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行业统计制度ꎮ 加强航运市场管

理调控ꎬ推进水运信用体系建设ꎮ 提高内河航运从业人员素质ꎬ构

建水运高端人才培养机制ꎬ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体制ꎮ

加强航运文化建设ꎮ 将航运文化传承弘扬与行业精神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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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机融合ꎬ进行特色港口和航道建设ꎬ加大特色旅游船舶投入和

文化旅游线路开发ꎬ使航运文化融入内河航运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ꎮ 加大航运文化宣传ꎬ提高航运文化建设的公众参与和影响力ꎬ

完善职业道德规范、文明服务标准ꎬ不断提升行业文明程度ꎮ

五、规划实施及效果

(一)分期实施ꎮ

１ 航道分期实施

２０２３—２０３５ 年重点建设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渠江、涪江、沱

江等高等级航道ꎬ根据地方发展需要ꎬ适时启动地区重要航道和一

般航道建设ꎮ 岷江重点建设老木孔、东风岩、尖子山、张坎、板桥航

电枢纽以及龙溪口至宜宾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ꎬ２０３０ 年乐山至宜

宾段 １６２ 公里达到三级航道标准、彭山至乐山段 １１５ 公里达到四

级航道标准ꎬ２０３５ 年前彭山至乐山段通过通航建筑物的改建达到

三级航道标准ꎮ 金沙江重点加快金沙江(攀枝花—水富)翻坝运

输体系建设和库尾航道整治ꎬ规划 ２０２５ 年全面建成ꎮ 嘉陵江 ２０３０

年前建成水东坝航电枢纽ꎬ２０３５ 年前嘉陵江川境段通过实施通航

建筑物改扩建工程达到三级航道标准ꎮ 渠江重点建设风洞子航电

枢纽、渠江达州段航运配套工程、渠江广安段航运配套工程ꎬ并实

施金盘子、四九滩通航建筑物改扩建工程ꎬ２０３０ 年前建成风洞子航

电枢纽ꎬ２０３５ 年渠江达州至广安段达到三级航道标准ꎮ 涪江重点

建设三星船闸工程ꎬ２０３０ 年前建成过军渡至三星 ２１ ５ 公里三级航

道ꎮ 沱江重点建设沱江泸州段高等级航道提升工程、沱江自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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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等级提升工程(一、二期)ꎬ２０３５ 年前建成沱江泸州段 ４２ ５ 公

里三级航道ꎮ

２０５０ 年ꎬ在 ２０３５ 年航道建设基础上ꎬ提升金沙江为一级航道、

沱江白马至泸州段为三级航道ꎬ完成沱江上段、涪江上段、巴河、白

龙江等地区重要航道等级提升ꎮ

２ 港口分期实施

２０３５ 年前全省港口的发展重点是泸州港、宜宾港、乐山港、广

安港、南充港、广元港、凉山港等港口ꎬ同步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ꎬ

实现重要港区与资源富集地、产业园区、综合物流枢纽的有效衔

接ꎬ预计全省港口吞吐能力大于 １ ８１ 亿吨ꎮ

２０５０ 年ꎬ在 ２０３５ 年港口建设基础上ꎬ进一步完善港口基础设

施和集疏运体系ꎬ加强主要货类运输系统的建设ꎬ主要港口枢纽集

聚作用凸显ꎬ地区性重要港口有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ꎮ

(二)资金及土地需求ꎮ

规划期内全省水运建设资金总需求量约 １１６０ 亿元ꎬ其中航道

建设约需 ９９７ ４ 亿元ꎬ港口及其他建设约需 １６２ ６ 亿元ꎮ

规划期内全省水运建设用地规模约 １ ７ 万公顷ꎬ其中航道建

设用地规模约 １ ３ 万公顷ꎬ港口建设用地规模约 ０ ４ 万公顷ꎮ

(三)实施效果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四川内河水运全面振兴ꎬ平安、绿色、畅通、智慧、

高效的“五个航运”建设成效显著ꎬ水运服务腹地经济社会的能力

全面提高ꎬ在优化产业布局、吸引产业集聚、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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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ꎮ

川渝合作更紧密ꎮ 长江干线航道整体通航能力显著提升ꎬ川

渝互联互通更加紧密ꎬ港口分工协作更加深化ꎬ有力支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ꎮ

对外交流更畅通ꎮ 高等级航道基本实现百分之百通达ꎬ长江、

金沙江、嘉陵江、渠江、涪江形成 ５ 条西联甘陕、南达滇黔ꎬ东向连

接长三角的对外运输大通道ꎬ并实现与中欧班列通道、印巴中缅经

济走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对接ꎬ有力支撑“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立体全面开放格局ꎮ

干支联动更协调ꎮ 水运网络服务范围拓深ꎬ覆盖全省除德阳、

阿坝、甘孜以外 １８ 个市(州)ꎬ实现对省内主要城市、矿产能源基地

和流域周边地区的有效覆盖ꎮ 支流航道有效延伸国家高等级航道

运输腹地范围ꎬ直接沟通区域性重要城市、矿区、工业基地等具有

较大运输需求的经济节点ꎮ 其他航道改善区域交通和群众出行条

件ꎬ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ꎮ

港口带动更有力ꎮ “两核四翼多点”港口体系覆盖全省除德

阳、阿坝、甘孜以外 １８ 个市(州)ꎬ按照辐射区域合理分工、错位发

展ꎮ 港口辐射集聚ꎬ有力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ꎬ带动产业沿江临港

聚集发展ꎬ形成港口、产业、城市、旅游等协同发展新格局ꎮ

运输结构更合理ꎮ 水运成为中长途大宗物资的主要运输载

体ꎬ在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占比突破 ２０％ ꎬ大宗物资基本实现“宜水

则水”ꎬ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减碳”的重要抓手ꎮ 综合交通运输组
—１４—



合效率和整体优势进一步显现ꎬ综合运输成本显著降低ꎮ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ꎮ 健全“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多方参与、

协同联动”的规划实施机制ꎬ交通运输厅加强规划实施调度ꎬ发展

改革、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积极支持配合ꎬ各地方政府

履行好属地职责ꎬ确保规划实施组织到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ꎮ

(二)强化要素保障ꎮ 落实«四川省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ꎬ健全政府引导、分级负责、多元

筹资、风险可控的资金筹措机制ꎻ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

金、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和新增政府债券额度ꎬ统筹安排省级交通

专项资金等ꎻ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ꎬ支持金融机构为市场化运作

的水运交通项目提供融资ꎬ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水运建设ꎮ

充分发挥省级水运平台的作用ꎬ创新投融资模式ꎬ引领水运做优做

强ꎮ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集约节约用地的前提下ꎬ对航道、港口

码头等项目建设优先予以用地保障ꎮ

(三)强化规划衔接ꎮ 将本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ꎬ

加强与生态环境、水利、旅游等规划衔接ꎬ强化水运发展空间保障ꎮ

加强内河水运与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衔接ꎬ加强内河水运与沿线

产业及城市规划的衔接ꎬ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ꎮ

(四)保护港航资源ꎮ 高度重视港口岸线资源的保护和港城

的协调发展ꎬ涉及多式联运港区、重要港口岸线资源的港口规划方

案经依法批准后ꎬ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或重大产业需要ꎬ不得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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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ꎮ 依法划定航道保护范围ꎬ在航道沿线新建及改扩建跨、拦、

临河设施ꎬ依法进行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ꎮ

七、环境影响评价

本规划已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ꎮ 根据规划方案ꎬ提出了优

化建议和预防或减缓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ꎬ可作为实施的依据ꎮ

(一)影响分析和评价ꎮ

本规划基本符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及岷江、嘉

陵江、渠江、沱江、涪江、雅砻江等流域规划相关要求ꎬ贯彻水运与

区域环境和谐发展的宗旨ꎬ统筹考虑内河水运与社会、城市、环境

的关系ꎬ规划实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ꎮ 总体上ꎬ规划实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环

境风险可通过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减弱或消除ꎮ 其发展目标符合国

家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要求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ꎬ规划目标与发展定位具备环境合理性ꎮ

(二)预防和减缓影响的措施ꎮ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ꎮ 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执

行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章ꎬ落实生态保护理念ꎬ强化

环境保护措施ꎮ 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约束和限制ꎬ妥善处理规划

方案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保护目标等的关系ꎬ严格避让各类环境

敏感区ꎮ

规划航道项目建设应采用生态环保的施工工艺ꎬ加强绿色疏

浚、生态护岸等工程设计ꎻ合理安排施工工期ꎬ避开鱼类产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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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ꎮ 船闸、枢纽等航道工程规划建设的同时ꎬ应考虑过鱼设施的建

设ꎬ并尽量采用仿生态鱼道ꎻ适时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水生生态监

测ꎬ建立完善的生态修复和补偿机制ꎻ对于涉及保护对象为水生生

物、候鸟的自然保护区或涉及鱼类三场一通道的航道区域ꎬ应科学

划定航行区域ꎬ船舶实行合理的限速、限航、低噪音、禁鸣、禁排管

理ꎬ禁止过驳作业ꎬ合理选择航道养护方式ꎮ 港口建设方面ꎬ应加

强对老旧码头升级改造ꎬ鼓励绿色港口建设ꎮ 关注运营期通航对

各类环境保护目标的扰动以及环境风险事故防控ꎬ严格按照管控

要求开展专题环境影响研究ꎬ根据调整措施建议建立并完善环境

风险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机制ꎮ

附件: １ 四川省内河航道发展等级示意图

２ 四川省内河港口布局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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