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
会于近日落幕。 这场国内门类最
为齐全的航运产业综合性展会，
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
百家航运领域龙头企业、 世界知
名港口等参展参会。 透过他们的
展示、 交流与合作， 可以一窥我
国航运业通达、 先进、 绿色的发
展趋势。

通达网络越织越密
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展区， 不少人驻足在一块巨大
的显示屏前 。 屏幕上跃动的数
据， 显示出公司 “链接世界” 的
“贸易版图”。

“我们的全球航线覆盖了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个
港口。 拥有船舶1300余艘， 综合
运力1.11亿载重吨， 位居世界第
一。” 展区讲解人王志刚说。

航运业承担了超过八成的全
球贸易运输任务。 数据显示， 我
国连续六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 航运业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荷兰鹿特丹港驻中国区首席
代表邹俊善表示， 鹿特丹港作为
欧洲第一大港， 是通往欧洲的主

要门户， 约四分之一的吞吐量与
中国相关。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城市， 近年来天津港快速迭代发
展。 展会上， 天津港集团副总裁
罗勋杰介绍了一组数据： 今年前
10个月， 天津港集团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1944万标箱 ， 同比增长
6%。

这一数据的得来并非一朝一
夕。 近年来， 天津港织密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航线， 拥有集
装箱航线145条。 为了更好地联
通内陆， 还开通40余条海铁联运
通道 ， 服务覆盖国内13个省区
市， 联通二连浩特、 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 满洲里4个口岸。

与会专家认为， 长期以来我
国港口群在集装箱吞吐量、 货物
吞吐量等 “硬实力” 指标上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

先进制造需求旺盛
“这艘就是新一代智能化

FPSO （ 浮 式 生 产 储 卸 油 船 ）
‘海洋石油123’ 号的模型。” 中
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何金平说， 几个月前， 这
一海上一体化生产运营的智能

“海上油气加工厂 ” 正式投产 ，
为智能化油气生产运营奠定基
础， 是中国海油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的又一大国重器。

除了 “海洋石油123” 号等
“海上新星” 外， 今年以来， 全
球首艘M350型海上浮式生产储
卸船、 “耕海1号” 二期海洋牧
场综合体相继交付。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3年上
半年海洋经济数据显示， 在海洋
油气、 深远海养殖、 海上风电产
业发展带动下， 海工装备需求持
续旺盛， 海工交付订单金额为近
五年同期最高水平， 比上年同期
增长116.7%。

希腊航运金融协会主席乔
治·克西拉扎基斯表示， 过去十
年， 大约一半的希腊新船是在中
国建造的， 他们从中国船厂订购
了约1300艘船 ， 累计订单价值
600亿美元。

中国船级社天津分社副总经
理洪波深有同感， 他认为， 我国
的船队目前处于腾飞式的发展阶
段。 2023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
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
国 船 东 拥 有 的 船 队 规 模 已 达
到 2.492亿总吨， 按总吨位计算

成为世界最大船东国。
罗勋杰观察到另一个现象，

他说： “目前， 我国船舶制造、
船舶海工和以船舶为核心的整个
生态蓬勃发展。 我们还发现， 越
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在积极参与
船舶建造。”

绿色、 智慧成为 “热词”
“我们主要负责港口机械的

设计建造， 像这种自动化码头、
集装箱装卸桥吊， 都是我们的主
导产品。” 展会上， 青岛海西重
机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设计所
所长易红军正在向有意向的合作
伙伴介绍产品。

当被问到我国航运业最大的
特点时 ， 易红军用 “绿色与智
慧” 来形容， 这两个关键词也是
与会嘉宾口中的 “热词”。

易红军进一步解释， “我国
港口在快速迈向智能化， 甚至是
无 人 化 ， 这 也 要 求 我 们 从 产
品 的 设 计 端 、 建 造 端 就 进 行
创新改变。” 易红军说， 目前该
公司的智能化设备已占到全部产
品的八成左右， 很多产品出口海
外。

不仅是港口， 船只也在向着

绿色与智慧迈进。 “近年来， 航
运业使用的新能源绿色船舶越来
越多。” 洪波介绍， 作为船级社，
既要保障船舶安全， 同时要推动
船舶的轻量化 、 绿色化 、 智能
化。

中国船级社展区展出的一艘
30万吨超大型原油船 “新伊敦”
号 模 型 ， 就 是 去 年 交 付 的 拥
有 翼 型风帆的超大型原油船 ，
两对大型硬质翼型风帆由我国科
研团队自主研制。 以 “新伊敦”
号用经济航速营运中东至远东航
线为例， 可以减少碳排放约2900
吨。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付绪银在
开幕式上表示， 绿色智能是航运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要推进
氢能、 光伏等新能源、 清洁能源
在航运领域应用， 统筹发展绿色
港口、 绿色船舶、 绿色航道、 绿
色运输组织， 推进绿色航运业低
碳转型 ， 推动大数据 、 人工智
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与航运业深
度融合， 发展智慧港口、 智慧航
道、 智能船舶、 智慧航运， 整体
提升航运业全要素、 全链条数字
化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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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先进、绿色

新华社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
日前发布了 《资本项目外汇业务
指引 （2023年版 ） （征求意见
稿）》 公开征求意见， 旨在进一
步优化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管理，
精简业务流程， 便利企业等主体
办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

意见稿涉及进一步优化外汇
业务管理， 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外
汇业务便利度。 例如， 取消境外
直接投资 （ODI） 前期费用限
制 ， 简化办理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RQFII） 资金汇出手续相
关要求、 明确多笔外债共用账户
的相关要求， 取消外债异地开户
核准等。

“我国已有超过90%的资本
项目实现不同程度的开放， 人民
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积极进
展。”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 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已
涵盖股票、 债券、 商品期货等领
域 ， 沪深港通 、 债券通 、 互换
通、 “跨境理财通” 试点、 基金
互认等投资渠道不断拓展， 基本
形成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 互
联互通机制和境外投资者直接入
市为主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模
式 ， 一级市场开放水平日益提
高， 多数二级市场开放渠道已不
存在汇兑限制。

来自国家外汇局的数据显
示， 截至2023年6月末， 外资持
有境内证券市值较2017年末增长
1.8倍。

“我国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
已基本清零， 并实现了准入前国
民待遇。”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
济学家管涛认为， 虽然当前我国
金融交易开放仍然属于管道式开
放， 但已逐渐淡化了额度管理，

主要的金融子市场都有外资进入
渠道， 使得资金流通更加便利，
“我国金融交易开放时间不长 ，
但开放成果依然很显著”。

推进境外上市、 境外机构投
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等外汇管
理法规修订， 稳慎推进股权投资
基金跨境投资试点……一系列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国家外汇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稳步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 着力
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 吸引
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
华展业兴业。

该负责人还表示， 将进一步
强化开放监管能力建设， 统筹金
融开放和安全， 进一步完善外汇
市场 “宏观审慎+微观监管” 两
位一体管理框架， 严厉打击外汇
违法违规活动， 坚决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外汇领域改革持续助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2023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看我国航运业活力

�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 今年前十月， 长三角主要港
口海铁联运共完成196万标准箱，
同比增加23.9万标准箱， 增幅为
13.9%。

海铁联运因运送能力强大、
运输价格优惠、 到货时间精准等
特点， 受到外向型企业青睐。 今
年以来， 长三角海铁联运货量增
长明显， 其中 “中国车” 的 “海
陆双拼” 运输模式， 大大提高了
运输效率， 也降低了物流成本。

近日， 一列装载117辆新能
源汽车整车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班
列从江苏常州出发， 抵达宁波舟
山港铁路穿山港站， 随后搭乘集
装箱船出口欧洲。 今年以来， 常

州已有近1.6万辆新能源汽车通
过海铁联运发往世界各地。 这些
新能源汽车大部分销往英国、 荷
兰等欧洲国家， 今年又新增了澳
大利亚、 印度、 泰国等目的地。

上海港也迎来新能源车出口
潮， 海铁联运助力 “中国车” 的
“全球行”。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海
铁联运公司市场部经理沈海介
绍， 海铁联运更好地解决了客户
出海新通道问题。 将新能源车装
进集装箱 ， 通过铁路运到上海
港， 再通过滚装船或集装箱船等
“漂洋过海”， 这样可以减少15%
左右的成本。

为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 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与长
三角各港口相关部门， 主动对接

长三角地区企业， 量身定制高效
便捷的海铁联运物流方案， 确保
货物安全、 快速装运， 保障产业
链、 供应链畅通。

货运 “流量” 体现出强劲的
发展动能。 今年前十月， 长三角
地 区 中 欧 班 列 货 量 也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 其中 ， 连云港中欧班
列共开行511列 （含回程）， 同比
增长8.3%； 发运5万标准箱 ， 同
比增加3637标准箱。 在市场需求
的拉动下， 连云港中欧班列已经
布局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 二连
浩特、 满洲里4个铁路出境口岸，
实现对中欧、 中亚地区主要站点
的全覆盖， 开行至中亚五国以及
中吉乌、 中蒙、 中俄、 中欧、 中
土共6条班列线路。

长三角海铁联运货量快速增长

初冬时节， 各地色彩缤纷， 景色如画。 图为水鸟在沂河山东省临
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段飞舞。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 深入推进 “三北” 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 事关我国生态安
全。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唐芳林近
日表示， 目前 “三北” 工程三大
标志性战役开局顺利， 已开工项
目22个， 共完成造林种草608.07
万亩。 这是记者在由三北工程研
究院主办的三北生态用水战略研
讨会上了解到的。

黄河 “几字弯” 攻坚战， 科
尔沁 、 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
战，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
是新时代 “三北” 工程的重中之
重。

唐芳林说， 要持续推进三大
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必
须重视和解决工程建设的 “卡脖
子” 问题。 “三北” 工程区大部
分区域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
区， 水资源稀缺， 供需矛盾日益
显著。 要从造林种草实际需要和
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出发， 以不
同区域的自然降水为主要依据，

建设健康稳定高效持续的生态系
统。

为此， 他表示， 未来要加强
科学研究， 统筹三北地区联动开
展科研项目攻关， 重点突破 “三
北” 工程区植被水资源承载力等
基础理论， 加强耐旱、 耐盐碱、
适应性强的林草品种选育和繁
育， 攻克流动沙丘快速固定、 沙
漠锁边林草带构建、 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等关键技术， 研发
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综合治理
模式， 打造首批生态保护修复科
技示范高地等。 同时， 开展跨区
域联合研究， 加强跨境沙尘和沙
源地治理， 共同应对沙尘灾害天
气。

研讨会上， 还举行了三北工
程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的
聘任仪式。 三北工程研究院将努
力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 展示我
国防沙治沙新技术新模式， 建成
国内外防沙治沙产学研用的重要
平台， 为 “三北” 工程等国家重
大生态工程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开局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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