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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借鉴香港经验 
加快武汉自由贸易港建设

观点：

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打造全面对外开放新
格局的重要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
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探索
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
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
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
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

打好“强水、补铁”组合拳
                  ——对浙江省运输结构调整的思考

观点：

2018 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
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
公转水为主攻方向的运输结构调整。这既是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客观要求，也是交通运输
系统自身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浙江所在的
长三角地区是运输结构调整的主战场之一，
必须找准问题，精准发力。

观点：

70年 创新驱动科技改变水运
   

70年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交通水
运行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水运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交通水运的
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
了重要支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水运创新活力竞相迸发，重大
成果不断涌现，我国水运科技步入快速发展
轨道。

70年 中国航运劈波斩浪勇前行

观点：
航运业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航运事业于一穷二

白中开始拓荒。从沿海航行到走遍世界各大
海域；从小货船到万吨级集装箱船；航企规
模越来越大，整合之风蔚然兴起……70 年，
中国航运经济取得迅猛发展，已成为航运大
国，如今正向航运强国迈进。大数据、云计
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正对航运业的发展
产生颠覆性影响。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
正式发布

观点：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是

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
究中心组织国内外邮轮业界著名专家学者，
根据全球及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形势编写的年
度研究报告，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
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邮轮绿皮
书”是该系列出版物的第 6 本，由总报告、
专题篇：新时代邮轮经济改革与创新、产业
发展篇、政策建议篇、附录等五个部分组
成，内容体系更具完善，更具有前瞻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江

观点：
美国整治密西西比河，用了 160 年；法

国整治塞纳河，用了 48 年；而长江整治，
仅仅用了 20 多年时间，就让一条咆哮的巨
龙，正在按照我们希望的样子，成为承载中
华民族复兴脊梁的“黄金水道”。

封二 征文
封面 美丽的长湖申航道  胡文乔 摄
彩页 上海国际海洋技术与工程设备展览会（Oi China 2019）

封三 杂志订阅单
封底 劳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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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美国整治密西西比河，用了 160 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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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了 20 多年时间，就让一条咆哮的巨
龙，正在按照我们希望的样子，成为承载中
华民族复兴脊梁的“黄金水道”。

封二 征文
封面 美丽的长湖申航道  胡文乔 摄
彩页 上海国际海洋技术与工程设备展览会（Oi China 2019）

封三 杂志订阅单
封底 劳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

[1]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