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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在世界的运河开凿利用和运河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 综述我国运河的开发历史、 世

界十大运河的基本情况和功能价值、 我国近代百年运河梦想和谋划。 进入新时代, 内河航运开发向全面考虑国民经济、 产

业布局、 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综合效益转变。 阐述新时期跨水系连通运河规划背景和重大意义, 重点介绍平陆运河这一世纪

运河工程的规划历程、 研究工作的重难点和工程技术创新点, 可为相关工程的规划咨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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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运河的开凿历史悠久, 秦代开凿沟通长

江、 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 京杭大运河历经不同

朝代的多次改造, 形成沟通多个水系的南北向水

运大通道, 促进沿线商业城镇的发展, 时至今日

战略意义依然突出。

“十四五” 以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发布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1 和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  2 , 《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  3 也编

制发布。 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 更好地支撑国家

战略、 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等要求, 相关规划确

定 “四纵四横两网” 国家高等级航道新格局, 完

善南北向水运通道, 即统筹航运、 水利、 生态要

求, 研究推进主要水系间的水运沟通, 稳妥推进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适宜河段通航, 开展湘桂、

赣粤运河连通工程研究论证, 研究建设平陆运河

等。 在规划指导下, 新时代运河工程———平陆运

河立项开工建设, 其他水系连通运河工程也在积

极推进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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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鉴往知来: 运河的前世今生

1. 1　 运河的释义

“运 河 ” 一 词 最 早 出 现 于 宋 代 的 《 新 唐

书》  4 。 宋代以降, “运河” 习见于各种文献, 遂

成通称。 《辞海》  5 对运河的释义为: “人工开挖的

通航水道。 用以沟通不同河流、 水系和海洋, 联

接重要城镇和工矿区, 发展水上运输。 虽以便利

航运为主, 但在综合利用水资源的原则下, 对灌

溉、 排涝、 泄洪、 发电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  6 对运河的释义为: “人

工开凿的航运渠道, 用以沟通不同的江河、 湖泊、

海洋, 缩短通航里程, 改善通航条件。”

1. 2　 中国和世界的运河

中华民族是最早开凿运河的民族, 中国在世

界的运河开凿利用和运河经济文化交流中始终发

挥着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 胥河、 邗沟、 鸿沟、

郑国渠等水运水利工程闪耀在春秋战国时期。 公

元前 219 年, 为沟通湘江和漓江之间的航运, 秦始

皇下令开挖了灵渠。 中国大运河全长近 3
 

200
 

km,

由京杭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 浙东运河三部分构

成, 最早开凿于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时期, 已有

2
 

500 多年历史。

《世界运河辞典》  7 收录了世界 1
 

100 条已知

运河、 68 个主要运河城镇。 世界十大运河依长度

排名为: 京杭大运河、 伊利运河、 苏伊士运河、

阿尔贝特运河、 莫斯科运河、 伏尔加河—顿河运

河、 基尔运河、 约塔运河、 巴拿马运河、 曼彻斯

特运河。 世界十大运河的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世界十大运河基本信息

排

名
运河名称

所在

国家

长度∕
km

现状货运量∕t

1 京杭大运河 中国　 1
 

797 3. 25 亿(2021 年江苏航段)
2 伊利运河 美国　 584 保留观光游览

3 苏伊士运河 埃及　 193 超过 10 亿(2021 年)
4 阿尔贝特运河 比利时 130 　 　 　 　 -

5 莫斯科运河 俄罗斯 128 　 　 　 　 -

6 伏尔加河—顿河运河 俄罗斯 101 730 万(1985 年历史最高)
7 基尔运河 德国　 99 8

 

348 万(2019 年)
8 约塔运河 瑞典　 87 　 　 　 　 -

9 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 81 5. 18 亿(2022 年)
10 曼彻斯特运河 英国　 58 保留旅游、文化功能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8 的世界运河有 6 条, 按

列入时间先后顺序为: 法国米迪运河(1996 年)、 比

利时中央运河(1998 年)、 加拿大里多运河(2007 年)、

英国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2009 年)、 荷兰

阿姆斯特丹 17 世纪运河区(2010 年)、 中国大运

河(2014 年)。

古有我国京杭大运河、 灵渠, 近现代有苏伊

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 都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

这些运河不仅是天然航道的连通工程、 区域交通

的再造工程, 更是影响沿线两岸区域国土开发的

综合性工程。

1. 3　 千年大运河古为今用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

是世界上距离最长、 规模最大的运河。 在主要大

江大河皆向东流的中华大地, 大运河却以连接南

北的姿态跨越地球 10 多个纬度, 见证了中国人民

尊重自然、 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堪

称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整

治开发, 运河功能持续发挥, 促进了沿线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京杭运河黄河以南通航河段长 1
 

050
 

km,

年货运量超过 6 亿 t, 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黄金

水道”, 也是现代交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南北向水

路干道。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

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9 , 新

时期的大运河被赋予传承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新价值、 新

功能。 面对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大运河的时

代要求, 须强化河道水系治理和管护, 改善河道

水系资源条件, 完善防洪排涝保障功能, 促进水

利水运功能提升。

2　 盛世开河: 新世纪运河工程规划

2. 1　 运河百年梦想

1921 年孙中山先生著 《建国方略》  10 , 其中

的《实业计划》反映了关于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宏伟

理想和具体规划。 由六大计划组成, 涉及交通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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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主要内容有: 在中国北部、 中部及南部沿海

修建 3 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以三大海港、 五大

铁路系统为中心建立遍布全国的水陆交通运输体

系; “铁路、 道路之建筑, 运河、 水道之修治, 商

港、 市街之建设”是“实业之利器”。

《实业计划》 提出: “钦州位于东京湾(今北

部湾)之顶, 中国海岸之最南端。 此城在广州即南

方大港之西四百英里。 凡在钦州以西之地, 将择

此港以出于海, 则比经广州可减四百英里。 通常

皆知海运比之铁路运价廉二十倍, 然则节省四百

英里者, 在四川、 贵州、 云南及广西之一部言之,

其经济上受益为不小矣。” 后人所指平陆运河的百

年谋划和梦想来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组织开展全国各大水系

流域规划工作。 1958 年, 党中央 “成都会议” 曾

提出以航运为主的河道整治与南北运河计划, 对

长江干支流天然航道进行整治和梯级开发, 构建

京杭运河—赣粤运河、 京杭运河—湘桂运河两条

南北向的京广水运大通道。

2. 2　 交通强国需要新时代的内河航运

从沿海起步先行、 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

展, 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 也是许多

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

进入新时代, 我国由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迈

进。 我国内河建设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内河运输

规模已居世界第一, 是内河航运大国。 内河水运

是最古老的运输方式, 也是交通体系不可或缺的

部分。 其运能大、 成本低、 占地省、 能耗小、 环

境友好、 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优

势不可替代。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环境、

土地等资源约束加强, 内河航运开发由传统以交

通效益为主向全面考虑国民经济、 产业布局、 社

会环境等各方面综合效益转变。

2. 3　 运河战略谋划

我国地形地貌总体呈西高东低、 阶梯状分布

特征, 长江、 西江、 淮河等大江大河基本为东西

流向, 而南北向多为支汊通航河流。 在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布局以及双循环、 双碳目标的时空背景

下, “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网规划水系

连通运河等一批重大通道工程。 经过多年建设发

展, 我国已构建起长江、 西江、 淮河、 黑龙江等

“四横”通道; “四纵”通道方面, 已基本形成了京

杭大运河、 江淮干线“两纵”通道, 另两条纵向通

道———汉湘桂通道、 浙赣粤通道的构建, 则依托

于湘桂运河、 赣粤运河的水系连通规划建设。 近

年来, 随着各级政府加大对内河航道建设投入,

湘桂、 赣粤运河两端的湘江、 西江、 赣江、 北江

等高等级航道相继基本建成。 有关地方及社会各

界谋划推进湘桂、 赣粤运河开发形成共识。 中交

水运规划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已相继完成浙赣运河、

赣粤及湘桂运河等规划研究工作。

相关研究  11-13 表明, 水系运河连通工程建设

意义重大, 工程充分利用现有航道或河流, 采取

现有航道整治和提等扩能、 越岭段运河开挖、 通

航枢纽建设等方式, 打通航运节点, 实现水系运

河高等级连通, 在技术层面是可行的。 水资源有

保障、 建设条件适宜、 无重大环境制约。 工程无

颠覆性制约因素, 具备良好的开发建设条件。 水

系连通运河规划见图 1。

运河工程建设开发工程量大、 涉及资源要素

多, 投资量大, 但综合效益更大。 通过水系连通

工程, 在区域间构建低成本、 大运能的交通大通

道, 将有效促进区域生产力布局与国土开发, 对

沿线政治、 经济、 社会、 环境、 文化等诸多领域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时代的运河工程规划

出台,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服务于构建安全、 便

捷、 高效、 绿色、 经济、 包容、 韧性的可持续交

通体系。 我国的制度优势、 经济实力、 工程技术

和建设力量, 完全具备谋划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重

大工程的基础和条件, 可谓“盛世开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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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系连通运河规划

3　 平陆运河规划概要

3. 1　 相关规划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推

动的江海连通运河, 始于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

平塘江口, 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

部湾。 北部湾是我国大陆最西端的海岸线, 北

部湾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港, 是国际枢纽

海港。 平陆运河的区位优势在于打通了广西乃

至广大西南、 中南地区内河出海的捷径, 提供

了湘桂、 赣粤航道网的新出海口, 是珠西流域

连接北部湾港的水运交通大动脉。 平陆运河地

理位置见图 2。

图 2　 平陆运河地理位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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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 世纪, 平陆运河陆续进入国家层面的

规划。 《珠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  14 将

平陆运河规划为Ⅰ级航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

规划》  15 明确“推进沟通广西西江—北部湾港的平

陆运河研究论证”,《内河航运发展纲要》  16 提出要

统筹推进平陆运河等运河沟通工程; 《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平陆运河纳入“四纵四横两

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  17 明确 “研究平陆运河等跨水系运河

连通工程”;《“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  18 明确提出研究建设平陆运河。 2022 年

8 月 28 日, 经过历时 4 年的规划、 前期研究和勘

察设计,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实现实质性开工、 持续性建设。

3. 2　 研究工作重难点

平陆运河是以航运为主、 通江达海的高等级

运河工程, 同时要结合供水、 灌溉、 防洪、 改善

水生态环境等功能, 没有成熟的工程案例和成套

的技术标准可借鉴。

如何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 贯彻生态文明思

想实现跨流域生态低影响开发, 以系统观和适度

超前原则合理确定通航标准与建设规模, 算好经

济账、 综合效益, 回答好项目开发必要性, 谋划

好运河经济带综合开发实现公益性和商业性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 处理好沿线各类桥梁、 管线、 水

利设施等跨临拦工程关系, 综合平衡各要素比选

运河线路与航运梯级方案, 实现巨量土石方高强

度开挖堆存、 低影响处置和高值化利用, 创新解

决工程涉及的诸多前所未有的技术难点和障碍,

是本工程必须要回答好的 “时代问卷”。

项目规划和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广西壮族

自治区委托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牵头负

责, 贯彻 “深入论证、 科学决策、 生态优先、 绿

色发展、 统筹融合、 创新引领” 原则, 系统深入

比选工程方案。 组织水运、 水利、 公路、 铁路、

生态环保、 自然资源等跨领域研究院所和高校共

同参与, 形成组合优势, 高起点研究破解平陆运

河开发重点难点问题。

3. 3　 技术创新点

平陆运河是中国乃至世界运河建设史上的重

大里程碑, 工程规模和多项建设指标世界领先。

重大工程需要重大创新, 按照适度超前、 畅通高

效、 安全可靠、 环境优美、 富载文化要求, 高标

准、 高质量建设新时代运河。

工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组织实施科技重大

专项, 重点突破大型省水船闸高效运行、 环境低

影响开发与生态修复、 通江达海高效换装、 智慧

运河等核心关键技术, 打造交通强国新基建示范

工程。 主要创新点归纳为以下方面  19 。

1) 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降

低船闸运行的用水量, 省水率达 60%, 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集约化利用水资源; 并在高效输水系

统的研发上实现技术突破, 包括全新的输水系统

布置、 高效的运行控制系统、 复杂结构设计方法、

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提升等关键技术。

2) 针对运河开挖和通海船闸运行带来的海水

上溯风险, 在盐水上溯模拟技术、 控制技术和运

行中的智能监测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

3) 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了海上内河航区的系

列技术问题, 初步建立了内河船舶海上适宜航区

和安全航行保障技术体系。 其为内河船舶直靠北

部湾港口码头, 发挥江海联运优势提供了技术支

撑和政策保障。

4) 打造设计、 建造、 运营全生命周期数字孪

生体, 致力于建设我国首个数字孪生运河。 在智

能感知终端关键技术研究、 多级多线多段船闸联

合智能调度关键技术、 全域江海联运监管技术等

方面加强技术攻关, 实现运河智能、 高效、 安全、

畅通、 运行。

4　 结语

1) 水运关乎国运, 河脉关乎国脉, 运河兴则

国运兴, 从历史流向未来, 运河因中国创造而生。

“盛世开河”, 新时代的运河工程规划出台恰逢其

时,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支撑构建安全、 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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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 绿色、 经济、 包容、 韧性的可持续交通

体系。

2) 在没有成熟的工程案例和成套的技术标准

可借鉴情况下, 工程规划咨询和设计阶段开展了

诸多专项研究, 重点突破大型省水船闸高效运行、

环境低影响开发与生态修复、 通江达海高效换装、

智慧运河等核心关键技术, 基本形成了跨水系运

河工程开发的成套技术, 用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打造交通强国新基建示范工程。

3) 立足新时代, 抢抓新机遇, 在项目全生命

周期内持续、 系统总结平陆运河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和运营阶段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弘扬运河精

神, 指导推进湘桂、 赣粤运河等跨水系连通工程

的课题研究, 补齐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内河航道发

展短板, 续写中国运河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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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浙江嘉兴港独山港区 25# 、 26# 泊位主体完工

近日, 三航局承建的浙江嘉兴港独山港区 B 区 25#、 26#多用途泊位项目主体完工。

该项目位于嘉兴市独山港镇, 主要施工内容为新建 1 座 5 万吨级多用途码头、 2 座引桥及配套设施,

码头总长 500
 

m, 可同时靠泊 2 艘 3 万吨级船舶。 该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独山港配套能力建设, 加

快临港产业发展, 助力嘉兴建成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港。

https:∕∕www. ccccltd. cn∕news∕jcxw∕jx∕202408∕t20240819_215696. html(202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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