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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7_96_8F_E6_c67_473018.htm 我国疏浚业有着100多

年的历史，早在1895年荷兰IHC公司就为我国建造了第一艘

疏浚船舶，用于河道的治理。如今，我国疏浚业已具有了较

大的规模，疏浚力量主要分布在交通、水利等部门，有大小

疏浚企业近百家，各种疏浚船舶上千艘，形成了较大规模的

疏浚能力。交通系统拥有的年疏浚能力约为2145亿立方米。

随着港口、航道、农田水利及沿海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些疏

浚企业在国内从事着港口航道疏浚及治理、江河湖库治理、

水利设施、农田水利、水库建设和维护、国防工程建设、环

境保护疏浚、吹填造地、建材开发、采矿等事业，疏浚业已

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 一、综合环境分

析 1.市场环境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

中越交界的北仑河口，长达18000公里，拥有岛屿5400个，岸

线长14000公里，大小天然河流5800条，加上天然湖泊900多个

，可见我国航道疏浚、水利疏浚和环保疏浚的市场是很大的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2001年10月

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高速发展，2003年我国沿海港口吞吐

量达19.75亿吨（其中外贸吞吐量8.7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高达4475.5万TEU，分别比上年增长18.6%（22.9%）

和32.3%.2003年底，我国沿海有万吨级以上泊位748个，根据

交通部制定的跨越式发展规划，至2010年，沿海港口吞吐能

力达30亿吨，集装箱码头吞吐能力达1亿TEU，进口原油20万

吨级以上泊位接卸能力达1.6亿吨，15万吨级以上大型矿石接



卸泊位能力达1.65亿吨；至2020年，沿海港口吞吐能力达44亿

吨，集装箱码头吞吐能力达1.7亿TEU，进口原油20万吨级以

上泊位接卸能力达2.2亿吨，15万吨级以上大型矿石接卸泊位

能力达2.1亿吨。“十五”期间，新建深水泊位140个，改造深

水泊位45个，与此相适应的港口航道和港池水深需浚深，吹

填造陆工程也越来越多。目前，沿海天然深水岸线资源紧缺

，港湾建设发展余地不大，港口在浅滩上深挖建泊位或建人

工岛成为一大趋势。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内是我国沿海港口

航道扩建的高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我国沿海

主要港口需用耙吸式挖泥船进行航道拓深和港口工程的年基

建和维护疏浚量在1.8～2亿方。从当前沿海港口规划和工程进

展来看，疏浚工程量呈进一步扩大之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后，国内疏浚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际竞

争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政府将逐步下调工程机械的关税，

在今后的4～5年内，工程机械行业的平均关税要由2000年

的16.14%降到2005年的9%～10%.这样，在中国人民币汇率基

本稳定的前提下，国外疏浚公司工程施工的成本价格将不断

降低，在中国疏浚市场的竞争力也将逐步增强，这将对中国

疏浚业带来强大的冲击。 2.政策环境我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

实施百船工程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疏浚船舶制造技术，生产

出100条重点在于清除水源湖泊和黄河中下游泥沙淤积的专用

疏浚船舶。今后，中国政府还将加大清淤疏浚工程的投资力

度，在立足疏浚设备国产化原则的大前提下，通过引进国外

的先进疏浚船舶的设计和部件，采用在中国合作造船方式，

为近期陆续启动的江河湖库清淤疏浚工程配备技术性能优越

、经济实用的大中型疏浚船舶及其辅助设备。这是中国疏浚



史、乃至世界疏浚史上的一次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

江河湖库严重淤积治理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为中国的疏

浚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3.社会环境我国有众多的湖

泊及河网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城镇、乡村，河道密布，沟

渠纵横交错。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泥沙和城镇垃圾淤积十分

严重，使得河床抬高，池塘、水库、湖泊蓄水能力大大减弱

，既影响了农业灌溉，又影响汛期行洪，容易造成洪水泛滥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目前，中国河湖清淤疏

浚整治工程主要涉及河湖的治理、开发和保护水环境项目建

设、水利水电工程维护、防洪排涝工程、填固堤坝、桩台吹

填、吹填造地等方面。其中，以江河湖库为主要对象，通过

实施疏浚、吹填堤坝等工程措施，达到扩大河湖泄、蓄洪断

面，增强洪水防范能力的工程目标，构成了中国防洪治涝的

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太湖流域河网湖泊面积达5551平方公

里，由于长年淤积，极大地阻碍了水网作用的发挥，相应地

出现了蓄泄能力下降，水污染严重等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流域经济发展。疏浚作为防洪减灾的重要手段，为太

湖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大减轻了流域洪涝灾害损失

。1999年，太湖流域洪涝灾害总损失约131亿元，与1991年的

洪涝灾害（太湖治理工程前）相比，治太工程直接减灾效益

达到92亿元，加上1992年以来其他年份太湖治理工程发挥的

减灾效益66亿元，共发挥减灾效益158亿元，为同期建设投入

的3倍多。 南水北调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

，跨越地域广、范围大，途经众多大型河流，流量要求大，

输送能力要求强，而途经的河流基本上多年淤积，河道较浅

，流量较小，输水能力差，不能满足南水北调工程要求，因



此必须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疏浚。 4.技术环境由于我国疏浚业

起步较晚，投入也不足，疏浚技术水平一直得不到快速提高

，疏浚市场也多限于本国范围内，而国外先进的疏浚业经过

长时间的发展，其技术水平已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领域。因此

就技术水平而言，我国的疏浚公司与国外先进国家的疏浚公

司有着较大的差距。 对疏浚船舶自身及其主要设备之间协同

工作的响应机理缺乏系统的研究，同样也是疏浚工程技术的

核心所在。过去有一种误区，认为疏浚是搞施工的，是挖泥

船的用户，泥泵、泥门、柴油机、自动控制等的研究是造船

厂家或研究机构的事，对吸泥、排泥过程中，由于土质变化

、浓度变化导致排压改变和泥泵、泵机的动态响应等等疏浚

核心技术研究的很少，这使得疏浚企业在买船时，多数是根

据厂家提供的菜单来点菜， 而不能自主提出船舶性能和设计

方面的要求，比较被动。在进行辅助决策系统的开发中，也

感到由于缺少这类疏浚机理方面的知识，建立数学模型很是

困难。而国外先进疏浚公司却投入很大力量自己研究疏浚船

舶、疏浚机具和其挖泥过程中的动态响应。 二、行业环境分

析 1.行业现状我国疏浚业历史悠久，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895年荷兰IHC公司就为中国建造了挖泥船。今天我国的

疏浚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主要疏浚力量分布在交通、水利

等部门，中国船舶工业拥有疏浚船舶的科研、设计、制造力

量。 二十世纪70年代，在国家“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

下，交通部的直属航道局等单位陆续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挖泥

船，特别是大型的耙吸船、绞吸船。在河口、沿海地区的疏

浚作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发展，至今我

国有大小疏浚企业近百家，各种疏浚船舶上千艘，形成了较



大规模的疏浚能力。随着港口、航道、农田水利及沿海城市

建设的发展，这些疏浚企业在国内从事着港口航道疏浚及治

理、江河湖泊治理、水利设施、农田水利、水库建设和维护

、国防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疏浚、吹填造地、建材开发、采

矿等事业，疏浚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非常重

要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原交通部直属的中国港湾建设（

集团）总公司先后开辟了中东、南美、非洲、南亚、东南亚

及港澳地区疏浚市场，完成了大量项目，创造了良好的声誉

，成为国际疏浚市场上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港湾建设（集团

）总公司天津疏浚公司拥有各类挖泥船和辅助船舶94艘，年

疏浚能力约为5500万立方米；上海疏浚公司拥有各种类挖泥

船和辅助船舶188艘，年疏浚能力约8500万立方米；广州疏浚

公司拥有各类挖泥船及辅助船106艘，年疏浚能力5000万立方

米；合计总疏浚能力为每年1.9亿立方米。除此以外，承担长

江航道疏浚任务的长江航道局拥有各类挖泥船30余艘，年疏

浚能力4500万立方米；黑龙江航道局拥有各类挖泥船13艘，

年疏浚能力为450多万立方米。其它各省航道部门还拥有1000

万立方米的年疏浚能力。整个交通系统拥有的年疏浚能力约

为2.45亿立方米。 综上所述，以交通、水利为主的我国的疏

浚力量，拥有各类挖泥船和辅助船舶千余艘，年疏浚能力3亿

多立方米，其中交通系统约占80%左右。疏浚技术巳有长足

进步，有的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估

计：中国疏浚力量居世界第五位。 2.行业竞争目前我国疏浚

行业尚处于成长期，早期进入市场的中港总公司具备较强资

金和技术实力，中港集团的疏浚能力约占全国疏浚能力的三

分之二，是我国疏浚业的主力军。其下属三家上海、广州、



天津三家航道局在各区域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许多中小型

疏浚企业在各自细分市场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竞争能力。 我

国目前内陆沿海共有124艘各种挖泥船，其中耙吸式挖泥船46

艘，总容量16余万方。而46艘耙吸式挖泥船中，中港总公司

所属沿海三家疏浚企业拥有32艘，总容量15余万方。4500方

以上耙吸式挖泥船集中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三家航道局，共

计20艘，总舱容约13万方，平均船龄23年，其中船龄30年以

上8艘，最长34年；20～30年7艘；10～20年3艘（广州号、通

力号、航浚5001），10年以下2艘（新海龙、万倾沙号）。 据

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航道拓深和港口

工程的年基建和维护疏浚量在1.82～2亿方。据初步测算，目

前中港总公司所属沿海三家疏浚企业的年疏浚能力在8000

～10000万方，因此对于许多新兴的疏浚企业来说仍然面临广

阔的发展空间。 3.行业趋势高新技术的运用越来越普遍。为

实现这些港口建设目标，必须提高航道建设技术水平，加速

航道建设与管理现代化。开发应用航道渠化、整治、疏浚成

套技术；在航道工程规划，勘测、设计、研究、施工、管理

中，实施科学、规范、高效的动态管理。积极采用GPS、GIS

遥感、通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等高新技术；提高疏浚船舶

设备水平和疏浚技术现代化水平。 疏浚工程规模的大型化促

使了疏浚设备向大型化、高效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例如香

港国际机场工程，疏浚量为2.35亿立方米；巴拿马运河改造计

划，其最大疏浚工程预计有30亿立方米；台湾云林近海吹填

工程量近10亿立方米；诸如此类的疏浚工程都要求挖泥船大

型化、高效化、自动化。 环保对疏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环

保型挖泥船及相关技术越来越受重视。环保疏浚是近年新兴



的产业，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如何在疏浚中注意环保问题

和如何利用疏浚手段改善环境，成为中国疏浚业今后非常重

要的课题。近些年来，中国疏浚企业的疏浚设备大约有50%

是超期服役，设备逐渐陈旧，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疏浚市场

的需求，尤其是在国际疏浚市场上竞争能力下降。为此，中

国疏浚建设（集团）总公司各疏浚公司正在进行资产重组，

筹集资金更新大型挖泥船。最近中港集团为增加在国际疏浚

市场上的竞争力，已在荷兰订购了12000立方米的大型耙吸式

挖泥船，新增能力18007万立方米/年。在“十一五”期间，根

据疏浚市场发展的情况还拟增购6～7艘大型挖泥船。同时还

要改造部分挖泥船，新增能力达6000多万立方米/年，以适应

国内外疏浚业发展的需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