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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航道是指在数字航道基础上，利用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技术，

自动获取航道系统要素信息，通过融合处理与深度挖掘，动态发布航道有关信息，实现航道

规划科学化、建养智能化、管理现代化，为航运企业运输决策、船舶航行安全、海事监管、

政府水上应急等提供全方位、实时、精确、便捷的服务。智慧航道的发展对提升内河航运安

全性及航行效率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航道建设方面，2021年末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6万公里，比上年末减少43公里。等级航

道通航里程6.72万公里，占总里程比重为52.7%，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通航里程1.45万公里，

占总里程比重为11.4%。 

政策方面，近年来，智慧航道顶层设计逐步完善。2021年11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加

强&ldquo;十四五&rdquo;期全国航道养护与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到2025年，绿色航

道智慧航道建设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航道养护里程稳定在10.8万公里左右，内河航道一类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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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关于加快

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发布，文件提到，积极推进智慧航道和智慧港口建

设，完善内河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加强梯级枢纽船闸联合智能调度系统建设，推进新型

自动化集装箱、大宗干散货码头建设及码头操作系统研发推广应用。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航道将由等级提高转向管理服务提升，向智能、绿色、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方向发展，

航道建设、养护、管理、服务的现代化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建成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

现代化水运体系。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智慧航道行业前景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十

一章。报告首先介绍了智慧航道的基本概念、影响智慧航道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接

着分析了国内智慧航道的发展状况、智慧航道养护发展情况、区域智慧航道建设布局情况，

然后对典型内河航道的智慧化建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智慧航道的相关产业做了详实的解

析，并对智慧航道应用技术、智慧航道典型企业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最后对其投资状况和发

展前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交通运输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

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

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智慧航道有个系统

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航道项目，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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