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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保护下的水运交通管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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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已经步入了 21 世界的第二个十年的末尾，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正在与日俱增，人类明确了自己应该走一条属于自我的

平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由此能够使得人类的明天更加美好，也能够真正使得人类获得平稳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水运交通在这个经济全球

化的时代有着日益突出的重大的意义，因此相应部门及其管理者应该高度重视对于生态的保护和维护，唯有如此，才能够使得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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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任何事业都应该具

有战略性眼光和全局性眼光，由此才能够真正使得这项事业焕发出

属于自身的闪亮的光芒，才能够真正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取得

协调性的发展。水运已经成了经贸往来的极为重要、极为必要的途

径，但是在水运的过程中容易发生种种损害环境的行为，这样的损

害环境的行为是值得深思的，也是必须要加以革除的，唯其如此，

才能够真正实现美丽中国的战略构想和战略目标。 

一、当下的水运事业的问题分析 

（一）船舶排放污染物 

在水运交通过程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便是船只，如果没有船

只，大量的水运事业就无从谈起了。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船

只在发挥了重大的功效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重大的危害和妨

碍，不少的船只船舶将废弃的汽油柴油和废油投放在江水、湖水、

海水中，由此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妨害，因此全体的水路工

作者都应该对此加以自省和反思，同时，水上交通管理者也应该大

力关注此类事件，从而能够避免大量的船舶污染水源，这是一个值

得反思的重大的问题[1]。 

（二）随意投放垃圾物 

很多的船只不仅仅在海上作业的过程中将汽油柴油废油投放

在水中，同时还将不少的船上的生活垃圾、废弃物品和各式各样的

废旧物扔进水中，造成了甚为严重的水体污染。应该明确的道理是：

任何人都应该成为水世界的保护者、捍卫者和维护者，唯有能够成

为水世界的捍卫者、保护者和维护者，才能够真正使得水世界能够

持续地为人类服务，也能够使得水世界始终保持属于自身的鲜活纯

正清澈清爽，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极为关键的。 

（三）出现非法捕杀行为 

不少在海上作业的船只都有着经贸运输的任务，但是自身在工

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想法”，不少的船只试图在海上偷猎，

从海洋的世界中谋取属于自己的非法利益，猎杀大量的珍惜的保护

动物，这对于整个海洋生态必将造成危害极大的伤害，这种行为本

身也值得全体的水上交通部门和生态保护部门的共同重视和共同

防护。 

二、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如何开展相应管理 

（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当下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时代，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都应

该明确法律这条底线，唯有能够真正考虑到法律的影响力度，也才

能够真正捍卫住自身的底线，从而使得全体的水上工作者真正具备

敬畏意识和底线意识，能够使用法律来时刻督导和监管自身的行

为，严谨自己在法律之外的圈子里行事，否则必然造成极为的后果，

全体的水上工作者都应该高度尊重法律，仔细阅读宪法和相关的法

律条文，从而成为遵纪守法者，也能够成为一个水上的护法卫士[2]。 

（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水上的管理者应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执法者，不能够有一

丝一毫的懈怠减慢和放松，应该使用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典籍

来确保自我的工作能够真正取得重大的成效和实效，也能够使得全

体的水上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督和防护，从而

使得水上作业者始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也能够真正使得全

体的水上作业者养成法律意识、生态意识、综合意识、人文意识，

懂得应该为子孙后代而努力工作，也应该为子孙后代而认认真真地

保护环境，从而使得子孙后代能够真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 

（三）考虑深远，分析全面 

水上管理者和交通管理者都应该成为一个头脑冷静清醒、深谋

远虑的人，从而能够真正使得自己的工作方法取得极大的威慑力、

影响力和带动力，从而防止大多数的水上非法作业行为[3]。应该将

经济发展、水路运输、对外开放、生态保护、人文交流相结合，从

而使得全体的水上作业者能够更加文明、更加富有智慧，也能够使

得全体的水上作业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的人才，从而能够在

未来的工作中，为全体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和利益。 

结束语 

全体的水上作业者应该成为一个心系法律、心怀责任、头脑冷

静、深谋远虑的水上作业者，从而能够使得全体的水上作业者在完

成自我的工作的过程中，真正注意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从而能够

实现平稳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为实现这一任务，全体的生态管

理部门和水上交通管理部门都应该肩负起自身的责任，承担起自身

的重担，从而能够使得江河生态、海洋生态能够真正实现良好地发

展和可持续利用，从而造福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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