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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前言（协会负责） 

第一篇  2021-2022 年行业回顾与总结 

1. 国内疏浚行业发展简述（中交疏浚负责，长航局协助） 

1.1. 总体特征 

1.2. 竞争格局 

1.3. 主要事项一览 

2. 国际疏浚行业发展简述（中交疏浚负责，中电建港航协助） 

2.1. 总体特征 

2.2. 竞争格局 

2.3. 主要事项一览 

3. 疏浚装备概述（上航局负责，708 所协助） 

3.1. 2021-2022 年度国内疏浚装备现状 

3.1.1. 在役的各类挖泥船 

3.1.2. 新交付的各类挖泥船 

3.1.3. 疏浚先进技术装备 

3.1.4. 环保、海洋工程先进技术装备 

3.2. 2021-2022 年度国际疏浚装备现状 

3.2.1. 在役的各类挖泥船 

3.2.2. 新交付的各类挖泥船 

3.2.3. 疏浚先进技术装备 

3.2.4. 环保、海洋工程先进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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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1-2022 年度中国疏浚行业主要工程单位业务情况（各单位

负责自己的情况） 

4.1. 中交疏浚 

4.2 长航局 

4.3 中电建港航局 

4.4 中铁建港航局 

4.5 其他单位（协会负责） 

第二篇  疏浚行业面临形势分析 

1. 机遇与挑战（中交疏浚负责，长航局协助） 

1.1. 新冠疫情的影响 

1.2.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1.3. 碳达峰、碳中和的对策 

1.4. 气候变化 

1.5. 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1.6. 资源开发与能源供应 

1.7. 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增长 

1.8. 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1.9. 国内外经济形势 

2. 解析与行业发展相关的政策、规划和方案（中交水规院负责） 

与疏浚及其相关产业有关的国家远景规划、总体发展纲要、疏浚

及其相关产业的某项具体发展规划、重点地区规划等； 

2.1. 国家《十四五规划》 

2.2 相关部委近期规划 

2.3 行业相关标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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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1.  中国疏浚行业总体发展趋势（中交疏浚负责） 

1.1. 国际疏浚行业情况 

1.2. 中国疏浚总体趋势 

2. 市场发展趋势 

2.1. 国际（中电建港航负责） 

2.2. 国内（中铁建港航负责） 

3. 装备发展趋势（上航局负责） 

3.1. 国际 

3.2. 国内 

4. 主要转型领域（广航局负责） 

4.1. 江河综合治理（中交生态负责） 

4.2. 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负责） 

4.3. 海岸线与岛礁修复与保护（中交海建负责） 

4.4. 风电安装（三航局负责） 

4.5. 海水淡化（天航局负责） 

4.6. 海砂淡化（天航局负责） 

4.7. 海洋牧场（中交海建负责） 

4.8. 水库清淤（研究中心负责） 

4.9. 其他（中电建港航负责） 

5. 重点发展区域（中交水规院负责） 

5.1. 京津冀地区（天航局负责） 

5.2.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中铁建港航负责） 

5.3. 长江经济带（长航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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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粤港澳大湾区（广航局负责） 

第四篇  中国疏浚行业主要工程单位发展规划（协会负责，各单位汇

总本单位情况）  

   1.中交疏浚 

2.长航局 

3.中电建港航局 

4.中铁建港航局 

5. 其他单位（协会负责） 

第五篇  典型工程（天航局负责） 

1. 疏浚与吹填 

2. 生态岛礁和海岸带保护治理 

3. 水环境保护治理 

4. 湖泊湿地保护治理 

5. 海洋产业 

第六篇  2021-2022 年协会主要工作（协会负责） 

1. 党建引领 

2. 搭建平台 

3. 鼓励创新 

4. 夯实基础 

 

第七篇  结语（中交疏浚负责） 

附录 1 参考文献 （中交疏浚负责汇总） 

附录 2 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基本情况表（协会负责） 

附录 3  2021-2022 年度疏浚行业承建工程、先进技术、获重要奖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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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表（中交疏浚负责） 

附录 4  2021-2022 年国内新交付船舶表（一）（中交疏浚负责） 

 2021-2022 年国外新交付船舶表（二）（中交疏浚负责） 

附录 5 中国疏浚协会会员名单（协会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