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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做好湘桂运河建设前期论证工作, 推动运河连通工程加快实施, 从物流通道的视角, 以运河前期规划方案和

大量调研成果为基础,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预测的方法, 从内河水运、 综合交通、 国际物流等层面剖析运河在交通运输格

局中的重要地位; 从航道网络、 港口枢纽、 运输组织和货物流向等方面分析运河对长江航运物流格局的影响, 预测 2035 和

2050 年长江航运向运河通道的货运分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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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湘桂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交通人

的期盼, 当前运河建设得到国家及部委的高度重

视, 工程研究论证工作已明确纳入《全国内河航道

与港口布局规划》, 并由部省(区)共同推进前期工

作。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运河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探讨研究, 如湘桂运河的战略定位及必要性  1 、

经济效益分析  2 、 重点问题  3 、 选线方案  4 、 货

运需求预测  5 , 荆汉新水道的布局优化、 影响分

析  6-7 等。 运河建成后将形成北起岳阳、 南至梧州

的湘桂运河通道, 本文从物流通道的视角, 通过

定性分析和定量预测的方法, 深入研究湘桂运河

连通长、 珠水系开辟新的水运物流通道对长江航

运物流格局的影响, 支撑湘桂运河建设前期论证

工作。

1　 湘桂运河在交通运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从内河水运层面而言, 湘桂运河作为 “四纵

四横两网” 国家高等级航道中纵向跨流域水运通

道之一是汉湘桂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连通

我国长江、 珠江两大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 将推

动我国互连互通内河航道网络格局的形成和水运

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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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交通层面而言, 汉湘桂通道是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 8 条通道之一湘桂通道的

重要水运设施, 运河建设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络加快完善, 有力提升“两带一区”(长江经济

带、 珠江—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连通水

平, 为区域间物流提供更加绿色、 经济、 便利的

运输服务, 带动通道沿线经济带的形成和枢纽经

济的发展, 促进“两带一区”间的资源流通和贸易

交流更加密切、 产业发展联系更加紧密、 产业结

构布局更加优化, 形成通道带物流、 物流带经贸、

经贸带产业的发展格局。

从国际物流层面而言, 湘桂运河通道向北对

接长江干线通往长三角城市群, 衔接丝绸之路经

济带; 向南沿西江干线通往珠三角城市群和北部

湾港口群, 衔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将成为长

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外贸南向出海新通道和“一带

一路”紧密联系的纽带, 对推动中西部地区建设内

陆开放新高地,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作用。

2　 湘桂运河对长江航运物流格局的影响

2. 1　 航道网络

建设湘桂运河从整体上破除了我国内河航道

一体成网的关隘和卡口, 补齐水系间连通不畅的

短板, 进一步提升长江水系航道网络连通度, 有

助于畅通我国内河水网地区之间的内贸循环, 强

化长江水运大通道、 大动脉的内联辐射能力。 局

部而言, 受益于运河建设, 湘江全线的航道条件

和通过能力将获得大幅提升, 并将带动周边资水、

沅水、 澧水及汉江等支流航道建设和发展, 推动

长江支流航道扩能提升与网络化。

2. 2　 港口枢纽

作为北端枢纽港口的岳阳港战略地位得到大

幅提升, 从单一的水系干线重点港口角色演变为

多通道汇聚的区域枢纽型港口, 推动港口基础设

施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集疏运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物流、 保税、 代理等航运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从

而促进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的增强和服务质量的提

升, 进一步强化岳阳港竞争力和吸引力, 深化长

江中上游地区港口交流与合作。 同时, 运河通道

沿线及周边港口同样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长沙、

常德、 株洲、 湘潭、 永州、 衡阳、 益阳等港口将

快速发展, 推动形成以岳阳港、 长沙港、 常德港

为主要港口, 以株洲港、 湘潭港、 衡阳港、 永州

港、 益阳港等为地区重要港口, 层次分明、 功能

明确、 与运河经济带相适应的港口体系。

2. 3　 运输组织

运河建设将连通长江航运市场、 珠江—西江

航运市场和国际航运市场三大市场, 推动完善区

域物流体系、 优化物流运营组织、 创新物流发展

模式, 建立全新的物流组织体系, 形成长江、 湘

桂运河通道和西江的干支、 干支干联运体系, 长

江与湘桂运河通道、 西江、 远洋运输的江海联运

体系, 长江水系汉江、 湘江、 沅水等支流航道间

支干支联运体系, 湘桂通道与其他运输方式间的

多式联运体系,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内外贸航线网

络和集疏运体系, 提升长江干支运输、 江海运输、

水铁联运等服务体系和水平, 改善区域运输组织

格局, 提高区域物流乃至我国内河航运整体运行

效率, 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2. 4　 货物流向

运河建设将对区域物流带来巨大变化。 对于

内贸而言, 运河建成前, 长江与珠江流域的水运

货物交流需绕行我国东南沿海, 再经两江干线航

道深入内陆地区; 运河建成后, 两江流域的水运

货物交流可直接通过运河运输, 特别是长江中上

游地区与两广地区的货物交流, 显著缩短了水运

路程与时间, 提供更加便利的水运服务, 将极大

加强两江流域之间的货物交流。 对于外贸而言,

运河建成前, 长江干线是长江经济带内陆地区唯

一的水运进出口通道; 运河建成后, 可发挥粤港

澳大湾区、 北部湾经济区等南部沿海港口国际门

户港的作用, 形成长江经济带内陆地区新的水运

出海口; 也可发挥长江港口在西向、 北向国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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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陆联运的优势, 提升对珠江流域的辐射联动

作用, 将有力推动两江流域的对外贸易。 总体来

说, 在当前“两带一区”间缺少内河水运互通, 以

公路、 铁路运输为主导的运输格局下, 运河通道

建成后水上运输经济、 绿色、 便利的比较优势大

幅突显, 将促使运河通道的物流吸引力不断增强,

推动物流从公路和铁路向水路运输转移、 从长江

干线通道向湘桂运河通道分流, 促进货物向湘桂

运河通道集聚, 形成 “两带一区” 间重要的南北

向物流大通道, 推动区域物流格局重构和运输结

构优化。

3　 运河通道对长江干线航运分流预测

根据现有运输格局及未来货物交流趋势, 运

河建成后, 湘桂运河通道货运量的构成将主要包

含长江干线航运分流量、 南北陆向通道转移量、

宜水货物诱增量 3 部分, 本文重点研究长江干线

航运向运河通道的分流货运量, 产生分流货物包

括长江水系中上游地区经长江航运与两广地区的

内贸交流货物和经长江航运出海后南、 西向的外

贸交流货物。

3. 1　 预测思路及方法

3. 1. 1　 影响区域

考虑通道自身服务能力和广义运输成本等因

素影响, 本文将湖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4 个省

市确定为分流影响区域。

3. 1. 2　 预测方法

水运运量预测方法较多, 包括回归预测、 弹

性系数、 多方法组合模型等方法, 多为既有通道

基于现状对未来节点的定量预测, 但本文预测对

象较为特殊, 属于既有水运通道向新建水运通道

分流的预测。 为此, 参考公、 铁等运输方式新建

运输线路的运量预测, 采用 4 阶段法整体思路进

行分流量预测, 运输需求选用趋势外推法, 货运

路径分配选用基于 Logit 模型的运输分担率测算

法。 其中, Logit 对广义费用值均一化改进模型为:

　 P i =
exp - Ui ∕Umin( )

∑
n

i = 1
exp - Ui ∕Umin( )

　 i = 1,2,…,n( ) (1)

式中: Ui 为第 i 种运输方式的广义费用函数,

Umin 为各种运输方式中最小的广义费用值。

Ui =
θ1F i +θ2λti

δi

 (2)

式中: F i 为第 i 种运输方式的运费; ti 为第 i 种运

输方式的运输时间; λ 为货物运输单位时间价值;

δi 为第 i 种运输方式不同运营时期服务效能的发挥

程度; θ1、 θ2 为货主给货物运费和时间价值赋予

的权重。

3. 1. 3　 预测思路

基于运河通道为新建通道属性, 结合影响区

域经长江航运内外贸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无运河

通道的情景下, 采用趋势外推法, 分别预测不同

水平年影响区域各省市与两广地区的经长江干线

内贸水运交流总量和经长江干线出海后南、 西向

外贸货物交流总量; 在考虑运河通道建成的情景

下, 运用交通分配思想, 采用基于 Logit 模型的运

输分担率测算法, 测算湘桂运河通道对长江干线

货运量的分流比例, 进而计算得到长江干线通道

向湘桂运河通道的分流量。

3. 1. 4　 数据来源

以 2020 年为基准年开展研究, 通过实地调

研, 结合海关进出口数据和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

数据, 获得 2010 年以来湘鄂川渝 4 省市经长江航

运与两广地区的内贸货物交流量和出海后南向、

西向外贸货物交流量为现状基础数据。

3. 2　 预测过程及结果

分流货运量预测包括内贸分流和外贸分流两

部分, 预测思路及过程基本一致, 预测过程展示

本文以外贸分流预测为代表。

3. 2. 1　 进出口运量预测

影响区域经长江航运出海南向、 西向的进出

口贸易对象主要包括东盟、 欧洲、 非洲、 大洋洲、

西亚、 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地, 综合考量我国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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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外贸发展等因素, 且上述地区属于“一带一

路”沿线, 与我国贸易关系长期稳定, 预计未来较

长一段时间内, 湘鄂川渝 4 省市经长江航运的外

贸货运量也将保持较为稳定, 且增速呈逐步放缓

的发展态势。 采用趋势外推法对 4 省市经长江航

运出海西向、 南向的进出口货物交流量进行预测。

川渝地区由于受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影响, 采用对

数函数进行趋势外推, 湘鄂地区采用幂函数进行

趋势外推, 得到的拟合曲线见图 1。 4 省市 2035

和 2050 年经长江航运出海西向、 南向进出口货物

总量预测结果见表 1。

图 1　 4 省市经长江航运出海西向、 南向进出口货物

现状及趋势拟合

表 1　 4 省市经长江航运出海西向、 南向进出口货物总量预测

年份
进出口货物总量∕万 t

川 渝 鄂 湘 合计

2035 330 2
 

010 1
 

880 3
 

045 7
 

265

2050 350 2
 

190 2
 

285 3
 

450 8
 

275

3. 2. 2　 分流比例

通过对国际国内物流通道布局分析, 选取两

端具有代表性的节点, 采用 Logit 模型测算运输方

式分担率。 川渝鄂分别选取泸州、 重庆、 武汉作

为外贸水路运输的代表节点; 湖南是运河通道南

北贯穿省份, 选取运河沿线的长沙、 衡阳及水系

连通的常德作为外贸水路运输的代表性节点。 向

西、 南的国际物流路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湘桂运

河通道或长江干线及东南沿海, 远洋运输路径差

异不大, 因此, 选择东盟的印尼作为国际端代表

性节点。

在不考虑运河通道船闸通过能力限制的条件

下, 通过对各节点间的运输费用和时间测算, 结合

经济性分析, Logit 模型 θ1、 θ2 的 取值分别为

0. 86、 0. 14, 水路运输货物时间价值 λ= 25 元∕(t·d)。

考虑湘桂运河通道建设时序, 2035 年湘桂运河通

道 δ1 取值 80%, 长江干线通道 δ2 取值 100%;

2050 年 δ1、 δ2 取值均 100%。 长江干线和湘桂运

河通道对 4 省市南向、 西向进出口货物分担率计

算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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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运输通道对 4 省市南向、 西向进出口
货物分担率测算

年份 船舶吨位
运输

路径

分担率∕%

川 渝 湘 鄂

2035

1
 

000 吨级

2
 

000 吨级

3
 

000 吨级

运河通道 08 07 18 5

长江干线 92 93 82 95

运河通道 10 9 22 7

长江干线 90 91 78 93

运河通道 13 12 28 9

长江干线 87 88 72 91

2050

1
 

000 吨级

2
 

000 吨级

3
 

000 吨级

运河通道 11 10 24 8

长江干线 87 88 74 92

运河通道 15 14 30 11

长江干线 85 86 70 89

运河通道 20 19 37 15

长江干线 80 81 63 85

3. 2. 3　 预测结果及分析

总量与分担率的乘积为分流量, 预测可得不

同水平年各影响区域各省市长江干线航运向湘桂

运河通道的内贸分流量, 最终内外贸分流预测结

果见表 3。 运河航道等级越高, 相应的承载能力和

通过能力越大, 分流的货运量越多。 整体而言,

相较于长江航运整体货运体量和运河建设对其预

期带来的诱增运量, 运河建设对长江干线航运量

的分流影响较小。

表 3　 长江干线航运向湘桂运河通道分流货运量预测结果

船舶吨位 年份
分流量∕万 t

外贸 内贸 合计

1
 

000 吨级
2035 810 85 895

2050 1
 

270 125 1
 

395

2
 

000 吨级
2035 1

 

015 105 1
 

120

2050 1
 

645 150 1
 

795

3
 

000 吨级
2035 1

 

305 125 1
 

430

2050 2
 

110 175 2
 

285

4　 结论

1) 湘桂运河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运河连通工

程, 是汉湘桂跨流域水运通道的咽喉要道, 是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环节, 是长江经济带南

向对外通道的重要组成, 也是链接“一带一路”的

关键纽带, 在综合交通运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对我国内河水运发展、 交通强国建设和扩大对外

开放具有重要作用。

2) 湘桂运河建设对长江航运物流格局带来巨

大的影响和变化, 一方面将促进长江水系航道网

络完善和作用发挥, 推动长江干支港口枢纽功能

提升, 助推区域运输组织优化与物流效率提高;

另一方面, 运河通道建成后水上运输经济、 绿色、

便利的比较优势大幅突显, 将促使运河通道的物

流吸引力不断增强, 推动物流从长江干线通道向

湘桂运河通道分流, 促进货物向湘桂运河通道集

聚, 形成 “两带一区” 间重要的南北向物流大通

道, 推动区域物流格局重构和运输结构优化。

3) 通过对影响区域川渝鄂湘 4 省市的内、 外

贸分流定量预测, 得到不同水平年长江航运向湘

桂运河通道的分流量。 结果显示, 运河航道等级

越高, 相应的承载能力和通过能力越大, 分流的

货运量越多, 但整体而言, 相较于长江航运整体

货运体量和运河建设对其预期带来的诱增运量,

运河建设对长江干线航运量的分流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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