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水运工程 Ｏｃｔ ２０１６
第 １０ 期　 总第 ５２０ 期 Ｐｏｒｔ ＆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 １０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５２０

庆华诞 抒写陆拾伍载辉煌篇章
再启航 打造百年百亿国家大院

———庆祝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成立 ６５ 周年

董事长、 总经理　 　 张志明

党委书记　 　 　 　 　 陈韬

２０１６ 年是 “十三五” 的开局之年ꎬ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ꎬ 中交水运

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ꎬ 简称水规院) 也迎来了成立 ６５ 周年的重

要时刻ꎮ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水运勘察、 规划与设计机构ꎬ 水规院是新中国水运事业和现代综

合交通的奠基者、 开拓者和先行者ꎬ 风雨六十五载ꎬ 我们塑造了优秀的品质ꎬ 打造了过硬的

实力ꎬ 铸就了辉煌的业绩ꎬ 我们与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共命运、 同成长ꎮ

６５ 年来ꎬ 水规院业务遍及祖国三江两河和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以及亚洲、 非洲、 美洲及

欧洲等 ６０ 多个国家与地区ꎬ 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座海港、 第一座内河港、 第一座船厂、 第一座

大型船闸ꎬ 第一家对深圳蛇口工业区、 上海浦东新区、 海南经济特区开展港口规划设计ꎬ 第

一家持有工程总承包资质ꎬ 第一家获得对外经营权ꎬ 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和港航施工总承

包一级等 ５０ 多项资质ꎬ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了近万项交通与城市建设工程的规划、 设计、 管

理和工程总承包成果ꎮ

水规院现有员工 １ ０００ 余人ꎬ 其中博士、 硕士占比超过 ４０％ꎬ 走出了 ２ 名院士ꎬ 培养了

４ 名国家级设计大师ꎬ ８０ 多名教授级高工ꎬ ５２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ꎮ

水规院已形成了高端咨询、 科技开发、 水运设计、 工程业务、 信息业务、 城市业务、 海

外业务、 投资业务等八大业务板块ꎬ 产业链纵贯产业研究、 投融资、 规划、 设计、 工程总承

包与工程监理ꎬ 横向关联水运、 信息、 铁路、 建筑、 市政、 水利、 海洋、 环保、 节能、 物流

等领域ꎬ 已经从传统的水运行业规划设计院发展为现代综合交通与城市咨询公司ꎬ 连续多年

进入全国设计企业 ５０ 强、 ＥＮＲ 中国工程设计企业 ６０ 强ꎮ

“十二五” 期间ꎬ 水规院始终密切关注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形势ꎬ 把握前沿政策ꎬ 对接中

交发展战略ꎬ 坚持由 “工” 向 “商” 转变、 拓展关联多元化业务、 持续提升高端咨询能力、

实施海外优先发展战略ꎬ 全面推动业务转型升级ꎻ 始终紧密围绕发展主线ꎬ 坚持以战略为引

领、 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中心、 以能力提升为根本、 以价值贡献为牵引、 以绩效考核为

手段ꎬ 全面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ꎻ 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ꎬ 坚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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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体制、 不断调整业务布局、 不断开展适应性组织建设、 不断深化选拔任用体系ꎬ 全面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ꎻ 始终把规范化治理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ꎬ 以提高效率、 控制风险为

原则ꎬ 坚持不断健全制度体系、 不断优化管理流程、 牢固树立安全与廉政双红线ꎬ 全面保障

企业健康稳定发展ꎮ

“十二五” 期间ꎬ 水规院主要经营财务指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ꎮ 新签合同额、 营业额、

利润总额分别由 “十一五” 末的 １８ ５ 亿、 ９ ３ 亿和 ２ 亿元增长到 ３２ ７ 亿、 １７ ２ 亿和 ２ ９２ 亿

元ꎬ 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１２％、 １３％和 ８％ꎬ 增长幅度分别为 ７７％、 ８５％和 ４６％ꎬ 成绩斐然ꎮ

先后荣获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全国交通行业文明单位”、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

位”ꎻ 国资委 “首都精神文明单位”、 “北京市重点总部企业”、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创新型

优秀企业”、 ＥＮＲ２０１５ 最具国际拓展力工程设计企业十强、 最具效益工程设计企业十强ꎻ “中

国企业文化建设 ５０ 强”、 “全国交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示范单位及成果一等奖” 等

奖项ꎮ
值此水规院成立 ６５ 周年之际ꎬ 我们时刻铭记并真挚感谢交通运输部、 国家各相关部委、 有关

省市、 中交集团等单位的关心与指导ꎬ 感谢广大业主与合作伙伴的信赖与厚爱ꎬ 感谢广大员工与

各界友人的付出与支持ꎬ 感谢并与大家共同分享水规院的辉煌业绩ꎬ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ꎮ

综合优势 实现业务协同发展

秉承 “专业化驱动发展、 关联多元化实现提升” 的发展思路ꎬ 水规院在培育传统水运咨

询设计业务核心竞争力的同时ꎬ 带动了信息、 铁路、 建筑、 市政等相关业务协同发展ꎬ 已成

为业务类型齐全、 专业结构完整的综合交通与城市规划设计院ꎬ 建立了大土木、 大交通、 一

体化、 信息化的综合优势ꎬ 打造了中交水规院、 中交发展院、 中国交通信息中心、 中交建筑

院等四大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中字头品牌ꎬ 塑造了京华监理的交通系统监理行业第一品

牌ꎬ 综合品牌优势明显ꎮ

水规院作为中国水运行业的排头兵ꎬ 水运咨询设计业绩遍布全国ꎬ 截至目前已完成 ７ ５００ 余项

水运设计项目ꎮ 承担了以上海外高桥、 深圳盐田、 大连大窑湾、 宁波北仑为代表的大型集装

箱码头群ꎬ 以日照港、 曹妃甸为代表的原油码头ꎬ 以大连港、 青岛前湾、 董家口为代表的矿

石码头ꎬ 以及以上海罗泾、 河北黄骅为代表的煤码头ꎬ 还设计了一大批通用散货、 汽车、 滚

装及客运、 游轮码头ꎬ 我国沿海超过 ４０％的大型集装箱与大型原油码头均由水规院设计ꎮ 同

时还承担了以葛洲坝、 京杭运河、 湘江航道、 广西航道为代表的一大批船闸、 航道等内河项

目ꎮ “十二五” 期间ꎬ 在国内港航建设市场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ꎬ 水规院水运咨询设计业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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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保持平稳ꎬ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ꎮ

水规院先后承担了福建炼油厂码头、 国投钦州煤码头、 第一个海事救助基地与第一个大

型船闸等数十项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ꎮ 京华工程管理公司承担了长江口、 洋山、 曹妃

甸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监理任务ꎬ 连续获得 “全国交通建设监理优秀品牌企业” 称号ꎮ

在岩土工程领域ꎬ 承担各类勘测、 设计、 施工、 检测等项目 ７００ 余项ꎬ “直排式真空预压”

专利技术成功应用于多个港口ꎮ

中国交通信息中心完成了交通电子政务、 全国水上安全信息系统、 数字港口、 城市智能

交通及海外多个港口的信息化设计、 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等 ５００ 余项重大项目ꎬ 业务覆盖水

运、 公路、 城市、 航空、 铁路与智慧建筑等众多领域ꎮ

与中国交建共同出资组建的中交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正式挂牌变更为中

交铁道设计研究总院ꎬ 已完成国内外重载铁路、 高速铁路、 港口铁路、 集装箱场站及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的勘察与咨询设计任务近百项ꎬ 总里程近 ５ ０００ 公里ꎮ

与中交房地产合资的中交建筑设计研究院集规划设计、 工程总包、 节能咨询与科技研发等

业务为一体ꎮ 承担了利比亚住宅、 武汉红钢城、 黄骅职工单身公寓、 赤道几内亚道路景观、 肯

尼亚蒙内铁路房建、 青岛顺河片区城镇化建设项目等一大批国内外大型建筑规划设计工作ꎮ

新组建的城市环境与市政设计院承担了福清东部新城、 曹妃甸、 吉林哈达湾、 天津宝坻

等景观、 市政基础设施及地下综合管廊设计项目ꎬ 在国家大力倡导的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

设中走在了市场前列ꎮ

持续推进海外优先发展战略ꎬ 海外业务占比超过了 ２０％ꎬ 相继完成了古巴国家港口、 吉

布提自贸区规划ꎬ 埃及塞得港、 沙特扎瓦尔港口设计ꎬ 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系统ꎬ 肯尼

亚蒙内铁路、 埃塞俄比亚铁路勘察设计及巴哈马阿巴科码头 ＥＰＣ 总承包等 ２００ 余项海外重点

工程ꎬ 业务遍布全球七大洲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ꎮ “十二五” 期间ꎬ 水规院主营业务全面走出

国门ꎬ 铁路、 信息、 建筑等差异化业务优势逐步显现ꎬ 市政等新兴业务发展迅速ꎬ 业务范围

已从 设 计 延 伸 至 规 划 咨 询、 评 估 及 总 承 包ꎻ 积 极 推 进 与 ＬＯＵＩＳ ＢＥＲＧＥＲ、 ＷＯＲＬＥＹ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ＴＫＩＮＳ 等多家国际知名工程咨询公司建立全方位的战略合作ꎬ 拓展了海外市场ꎬ

提升了海外业务能力ꎮ

充分发挥综合优势ꎬ 开拓项目投资业务ꎬ 成立专门的投资团队ꎬ 以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与城市开发为重点ꎬ 逐步建立了东北、 华东、 成渝等投资区域市场ꎬ 拉动主业和新领域拓

展效果明显ꎮ 实施了重庆朝天门大桥、 吉林哈达湾基础设施以及青岛即墨房地产等投资项

目ꎻ 与上海港集团、 宁波港集团、 大连理工大学、 清华紫光等单位成立了合资公司ꎮ “十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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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间ꎬ 水规院累计投入自有资金 １ ７ 亿元ꎬ 带动设计、 ＥＰＣ 等合同额近 ２８ 亿元ꎬ 自投

资金杠杆率超过规划目标ꎻ 累计进行股权投资 ７ ５００ 万元ꎬ 综合效益明显ꎮ

高端咨询 引领行业转型发展

水规院具有几十年从事代部管理的经验ꎬ 是水运行业内目前唯一一家具有国家发改委和

交通运输部项目咨询评估资格的单位ꎮ 依托多领域、 综合性、 高端性、 专家型的高端咨询研

究实力和业务经验ꎬ 全面提升了高端咨询能力、 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以

及科技创新能力ꎬ 充分发挥了产业链条中的总体策划和引领作用ꎮ 在发展战略研究、 产业经

济研究、 港产城综合规划、 岛礁保护利用规划等方面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ꎮ

水规院高端咨询业务涵盖经济与行业政策研究、 发展战略研究、 港城经济与产业发展研

究、 区域综合开发规划研究、 港口与航道规划、 港城规划 / 园区规划 / 城镇规划、 综合交通与

现代物流规划、 项目策划与投资机会研究、 水运工程咨询评估、 海洋工程咨询评估等ꎮ 打破

了传统的条块划分、 专业界限ꎬ 各专业各学科主动跨界融合ꎬ 坚持全产业链发展ꎬ 现已具备

了较强的提供全过程咨询服务的能力ꎮ

水规院始终围绕国家、 行业与企业发展中的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以及热点、 难点问题ꎬ

开展跟踪研究和超前服务ꎬ 准确把握经济和行业发展方向ꎬ 为行业发展提出高质量的政策建

议和咨询意见ꎮ 长期参与编写全国水运发展规划ꎬ 为国家制定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谋

意见ꎬ 参与编制了我国所有五年期规划中涉及的水运发展规划、 沿海内河船舶发展规划、 港

口布局、 水运通信规划、 综合运输规划等宏观发展规划ꎮ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ꎬ 港航进入建设

高潮ꎬ 水规院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ꎬ 承担起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的大量规划和大型项目咨询评

估工作ꎬ 长江三峡库区航运规划、 京杭运河总体规划等均由水规院完成ꎮ 近年来ꎬ 还陆续承

担了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研究»、 «国家煤炭应急储备建设规划»、 «港

口转型升级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港口吞吐量影响的历程分析与展望»、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性项目实施策略研究» 等百余项国家、 行业战略研究课题ꎻ 先后开展了

海南、 福建、 广西等省级港口布局规划、 多个重要港口总体规划及港产城一体化研究ꎻ 同时

开辟了加拿大、 古巴、 牙买加、 吉布提、 印度尼西亚、 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端

咨询业务市场ꎮ

水规院联合中国交建与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组建的中交发展研究院ꎬ 致力于产业经济、

发展战略、 综合规划、 区域综合开发等方面的深入研究ꎮ 承担或参加了深圳自贸区、 吉布提

自贸区、 北部湾、 曹妃甸等港口、 园区、 城市规划ꎬ 以及湄洲湾港产城综合研究、 海上丝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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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策略研究、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十三五” 规划交通专项等多项高端咨询研究项目ꎬ 致力

于打造成为中国交建领导决策的智囊机构和引领行业发展的高端智库ꎮ

科技创新 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水规院秉承科技强院理念ꎬ 坚持科技创新ꎬ 打造核心竞争力ꎬ 是国家科技部、 中国科学

院、 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共同认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百家创新型试点企业ꎬ 连续多年被科技

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ꎬ 在中国交建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

评价中一直名列前茅ꎮ

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ꎬ 逐步形成了 “以市场为导向ꎬ 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出发点ꎬ

产、 学、 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模式ꎮ 成功认定了 “交通安全应急信息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水规院实验室) ”、 “绿色智能港航工程建设技术交通运输行业协同创新平台”、 “北京市企

业技术中心”、 “中国交建综合交通虚拟仿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港口和城市) ” 等国家、

行业、 北京市与中国交建四大科技创新平台ꎬ 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平台支撑ꎮ 通过超前预

判ꎬ 抢占科技制高点ꎬ 开展全局性、 前瞻性的技术开发ꎻ 通过深入落实综合交通的发展战

略ꎬ 发挥虚拟现实技术、 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 智能优化技术在现代交通行业规划、 设计、

运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ꎻ 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模式ꎬ 建立了科研、 规划设计、 工程

实施、 项目评价等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ꎬ 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水规院承担了国家 ８６３ 课题、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和省部级重大科研及攻关项目 ７２ 项ꎬ 累

计获得外部科研经费 ５ ０００ 余万元ꎮ 在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现代集装箱码头

建设、 散货物流港建设、 内河航道整治、 通航枢纽建设、 海上应急搜救系统研发等方面形成了

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ꎮ “十二五” 期间ꎬ 大力推动 ＢＩＭ 技术、 虚拟仿真技术等研究ꎬ 形成 “黄

骅港煤炭港区生产指挥仿真调度系统” 等一批重大技术成果ꎬ 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相互促进ꎮ

水规院一直是行业标准规范的主要编制与管理单位ꎬ 先后主编、 参编了以 «港口总体设

计规范» 为代表的 ９０ 多本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ꎮ 拥有的 «水运工程» 国家核心科技期刊及

挂靠在水规院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港口分会、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水运专业委员会等机

构ꎬ 充分发挥着行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ꎮ

水规院取得了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ꎬ 先后荣获科技、 设计、 咨询奖项 ３００ 多项ꎬ 其中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７ 项ꎬ 国家级设计金、 银、 铜奖 １９ 项ꎬ 詹天佑与鲁班奖

１４ 项ꎬ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类奖 ８０ 项ꎮ “十二五” 期间ꎬ 获得科技、 设计、 咨询各类奖项 ７１ 项ꎬ

其中ꎬ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二等奖 ２ 项ꎬ 省部级以上科技类奖项 ２８ 项ꎬ 国家级优秀设计咨询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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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９ 项ꎬ 省部级优秀勘察设计咨询奖 ２４ 项ꎬ 詹天佑大奖 ４ 项ꎬ 国家优质工程奖 １４ 项ꎮ

转型升级 打造国际一流工程咨询公司

６５ 年历程ꎬ 水规院克服艰辛、 抓住机遇、 抒写辉煌ꎮ 面对宏观经济、 政策环境的巨大变

化ꎬ 未来的水规院将紧密围绕中国交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目标与打造 “五商中

交” 的核心战略ꎬ 深入贯彻并融入中国交建 “１＋３＋３” 战术体系ꎬ 持续落实水规院 “调结

构、 强管理、 育文化、 上品质” 中长期发展目标ꎬ 全面推进水规院 “一二三四五” 中长期发

展战略ꎬ 加快实现向国际一流工程咨询公司的整体转型ꎮ

未来的水规院将围绕 “调结构、 强管理、 育文化、 上品质” 的中长期发展目标ꎬ 不断强

身健体ꎬ 将水规院持续做强做优做久ꎮ

调结构ꎮ 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 人才结构、 市场结构和业务结构ꎬ 持续完善产业链结

构ꎬ 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转化ꎬ 实现国内业务与海外业务并举ꎬ 现汇项目与资本带动项目并

重ꎬ 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ꎮ

强管理ꎮ 充分发挥战略管理先导作用ꎬ 以绩效管理为导向ꎬ 以风险防范为原则ꎬ 以提升

效益为目标ꎬ 持续开展适应性组织建设ꎬ 深入推进院领导管理分工向 “职能＋板块＋区域” 转

变ꎬ 生产经营管理向 “项目化、 区域化、 一体化” 方向转化ꎬ 全面实现制度化治理企业ꎮ

育文化ꎮ 强化 “诚信、 责任” 的核心理念ꎬ 弘扬 “学习、 创新、 奋斗、 协同” 四大精

神ꎬ 培育 “实干、 简约、 务实、 高效” 的工作作风ꎬ 以奋斗者和价值贡献者为本ꎬ 实现企业

文化内化于制度体系、 外化于行为体系ꎮ

上品质ꎮ 在高端咨询、 一体化项目策划、 ＢＩＭ 等方面形成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ꎻ 形成规

范的服务标准和完整的服务网络ꎬ 在市场经营、 项目管理、 技术领军、 国际化及技术骨干等

核心人才方面确立竞争比较优势ꎻ 成为单一业务精专化和综合业务集成化的服务商ꎻ 不断改

善盈利模式ꎬ 提升盈利能力ꎮ

未来的水规院将围绕 “一二三四五” 的中长期发展战略ꎬ 深化改革、 转型升级ꎬ 实现企

业健康持续发展ꎬ 奋力打造百年百亿水规院ꎮ

一个目标ꎮ 坚持以建设 “具有竞争优势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工程咨询公司” 作为总

体目标ꎬ 在总体发展规模、 业务模式与业务结构以及资源能力体系等方面按国际一流工程咨

询公司的标准和要求全面转型ꎮ

两个转型ꎮ 坚持以资本运作为纽带ꎬ 以高端咨询为先导ꎬ 以专业技术为带动ꎬ 以工程管

理为实现ꎬ 将水规院打造成为精专化的高端品牌咨询商和综合业务集成服务商ꎬ 加快推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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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院 “业务模式与盈利模式” 和 “组织架构与管控体系” 两大转型升级ꎮ

三个能力ꎮ 坚持通过强化前后端环节业务之间的集成和协作能力ꎬ 提高一体化、 综合化

业务比重和运作能力ꎬ 提升工程建设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的多环节综合服务能力ꎻ 通过建

立整体协同理念并完善资源整合机制ꎬ 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助力企业发展ꎻ 通过不断优化完

善项目管理体系ꎬ 系统培养一支优秀项目经理团队ꎬ 提高项目管理效率与效益ꎬ 有效提升水

规院 “全产业链策划与服务”、 “内外部资源整合” 及 “项目管理” 三大能力ꎮ

四个优势ꎮ 坚持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出发ꎬ 发挥前瞻性技术在现代交通行业规

划、 设计、 运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ꎬ 在培育传统业务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带动其他相关业务协

同发展ꎬ 借助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发、 国内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先导作用以及品牌、 信

用、 资金和党建等全方位价值ꎬ 着力发挥水规院 “高端咨询”、 “综合性”、 “科技创新” 和

“国有企业” 等四大优势ꎬ 成为政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分担者、 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

与者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优质提供者ꎮ

五型水规院ꎮ 坚持依托前端高端咨询优势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ꎬ 系统搭建 “技术＋管

理＋资本” 的一体化项目运作平台ꎬ 构建生存发展新的生态系统ꎻ 通过业务创新保证生存与

发展ꎬ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ꎬ 通过管理创新提升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ꎬ 通过体制创

新提高市场化适应程度ꎬ 通过机制创新提供内在发展动力ꎻ 通过将新技术与企业模式转变有

机融合ꎬ 将院的经营、 生产、 管理的业务运行体系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深度融合ꎻ 通过加大资

源配置和完善体制机制ꎬ 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ꎬ 优化海外业务管理模式ꎬ 引进培养一批复

合型海外优秀人才ꎬ 从而将海外优先战略真正有效落地ꎻ 以员工与企业双赢为目标ꎬ 在搭建

员工发展平台同时实现水规院的价值创造最大化ꎬ 最终打造 “平台型”、 “创新型”、 “数字

型”、 “国际型” 和 “人本型” 的 “五型” 水规院ꎮ

回顾历史ꎬ 把握当下ꎬ 展望未来ꎬ 开拓前进ꎮ 面对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ꎬ 水规院将

继续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紧抓央企改革战略机遇ꎬ 在清晰的发展战略指引下ꎬ 站

在新起点ꎬ 面对新形势ꎬ 坚定信心ꎬ 攻坚克难ꎬ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ꎬ 不断超越自我ꎬ 打造百

年百亿国家大院ꎬ 报效祖国ꎬ 回报社会ꎬ 创造新的、 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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