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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支撑国家高等级航道总体布局加快形成与完善、 打造全流域黄金水道等问题, 分析长江航运沟通工程的发

展逻辑, 总结国内外有关运河开发建设经验, 综合分析长江航运沟通工程的发展思路。 研究表明: 推进长江航运沟通工程

要坚持流域视角、 整体统筹,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地理邻近、 安全可靠, 适度超前、 经济适用的原则; 综合提出 10 项航

运沟通工程, 打造长江水系 “三横五纵两环” 的航道总体格局, 有利于实现航运价值最大化发挥和水资源跨时空共享; 从

分类有序推进、 要素资源保障、 重大技术储备、 试点示范等方面提出有关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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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national
 

high-grade
 

waterway
 

and
 

building
 

a
 

golden
 

waterway
 

for
 

the
 

whole
 

bas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communication
 

project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ca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communication
 

projec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promoting
 

th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communication
 

project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watershed
 

perspective overall
 

plann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and
 

long-term geographical
 

proximity safety
 

and
 

reliability moderate
 

advancement and
 

economic
 

applicability. Ten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
 

projects
 

are
 

proposed
 

to
 

create
 

an
 

overall
 

waterway
 

pattern
 

of
 

three
 

horizontal five
 

vertical
 

and
 

two
 

rings in
 

the
 

Yangtze
 

River
 

system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shipping
 

and
 

sharing
 

water
 

resourc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Relevant
 

work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orderly
 

promotion
 

of
 

classification factor
 

resource
 

guarantee major
 

technology
 

reserve pilot
 

demonstr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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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做好

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 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国

家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1 。 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 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优

化基础设施布局、 结构、 功能和系统集成, 构建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 2023 年以来, 国务院陆

续批复了一批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要求以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为依托, 统筹各类基础设施空间

需求, 提升国土空间承载能力。 《长江经济带—长

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提出, 要

优化长江干支流生产岸线和生活岸线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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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确立, 带来了价值观和技术方法的深刻变

革  3-4 。 2024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强调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优化主

干线大通道, 打通堵点卡点。 实施内河水运体系

联通工程是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关键所

在。 2024 年 6 月, 《交通运输部关于新时代加强沿

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打通内

河航运堵点卡点, 实施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工程。

近年来, 针对沟通水系、 开发航运进行了很多深

入研究, 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  5-8 。 然

而, 现有研究更多从单一工程视角考虑问题, 缺

乏全流域、 大水网空间观的统筹谋划。 在此背景

下, 笔者从流域视角系统思考、 整体谋划长江航

运沟通工程的发展, 期望能更好地推动长江航运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长江航运沟通工程的发展逻辑

经过长期发展, 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取得了重

大成就, 干线航道区段标准统一加快推进, 主要

支流高等级航道扩能升级, 航道网络通达度明显

提高, 在增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联通性、 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

长江流域航道区域发展不均衡, 通道网络化程度

不高, 通道韧性尚需加强。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需要寻求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更有创新性、 突

破性的方案, 推动长江流域范围内干线畅通、 干

支连通、 水系沟通, 有效支撑“四纵四横两网”国

家高等级航道建设,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长江航运

先行全新局面, 谋划航运沟通工程布局建设有其

内在的发展逻辑。

1. 1　 时代维度: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

最大的政治  9 。 长江航运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

性、 先导性、 战略性作用, 其现代化是衡量交通

运输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将有力支撑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  10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

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为区域协调发展

增添新的变量。 这对长江航运更好地服务区域重

大生产力布局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找准定

位、 明确方向, 持续完善和拓展长江航运网络布

局, 突出以水运通道为依托的综合交通融合发展,

更好地沟通东西、 连接南北、 辐射全国、 联系全

球, 走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长江航运实践之路。

1. 2　 现实维度: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全球发展格局加速重组, 国际规则秩序面临重构,

美国采取“脱钩断链”
 

“小院高墙”战略, 推动构建

平行供应链, 发达经济体产业链和供应链呈现近

岸化、 友岸化趋势, 整体形势充满更多变化和挑

战。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进入疫情后经

济恢复关键期、 新旧动能转换关口期、 外部环境

深刻变化调适期  11 ,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国内

国际循环关系调整不可避免。 未来培育和挖掘内

需市场, 经济增长将实现内需为主导、 内部可循

环  12 。 以重大战略通道为主的网络化国土空间格

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13 。 这需

要突出长江轴带引领, 进一步畅通干线、 连通支

线、 沟通水系, 加快打造全流域黄金水道, 推动

通道纵横交错、 协同匹配, 增强对国民经济循环

的支撑能力。

1. 3　 转型维度:推动建设美丽中国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目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 要加快交通运

输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大力推进 “ 公转水”。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水网与航运

融合发展, 加强水网与水运通道统筹, 巩固长江

黄金水道等航运主通道, 科学论证和有序推进内

河航运发展。 这要求进一步发展好、 利用好长江

航运, 提高长江水运通道对国土空间的覆盖率,

与其他运输方式形成组合效率, 促进运输结构优

化调整, 更好地促进“双碳”战略目标实施, 加快

形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导向的美

丽中国建设新格局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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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实践维度:助力实现水运战略目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交通强国建设,

先后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纲要》, 提出要构建综合运输方式比较优势

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科学论证并组

织实施一批重大通道工程。 《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

规划》提出以“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为全

国内河航道骨干, 强化东西横向水运通道, 完善

南北纵向水运通道, 研究推进主要水系间的水运

沟通。 这需要把握交通强国建设总体要求和行业

发展特征, 加强前瞻谋划、 战略思考, 更加注重

多重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协同联动, 助力实现水运

战略目标。

2　 长江航运沟通工程的实践逻辑

内河航运历史悠久, 在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兴

起前一直是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欧美内河航

运现代化进程伴随工业化大潮不断推进, 通过修

建运河连接相邻水系,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末

甚至被称为“运河时代”。 美国伊利运河等一系列

运河的开通, 连通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各支流,

便利的交通条件改变了区域城市格局, 形成了著

名的“钢铁走廊” “化工走廊”, 极大促进了区域间

经济、 贸易和文化交流, 推动纽约逐步发展成为

全球金融中心、 世界级城市  15 。 欧洲美因—多瑙

运河等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 塞纳河等, 使莱茵

河三角洲到黑海之间可以直达运输, 构成四通八

达的泛欧水运网, 为鲁尔等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运输条件。 灵渠、 京杭运河等在我国历史上

发挥了积极作用, 运河功能从以服务军事为主逐

渐转变为漕运, 对维系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起到

了重要作用。 我国已规划“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

等级航道, 提出了一些重大跨水系航运沟通工程,

部分已经实施, 部分正在深入论证  16-17 。

2. 1　 注重综合运输方式衔接融合

欧美国家重视水运与铁路、 公路、 航空等运

输方式协同发展, 通过修建运河提高航道网络化

水平。 美因—多瑙运河建成时, 德国人均 GDP 约

2. 5 万美元, 城市化率超过 70%。 我国目前处于工

业化中后期, 2023 年人均 GDP 近 1. 3 万美元, 城

镇化率 66%。 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 我国还处

于内河水运大发展阶段。 未来长江航运将继续加快

发展, 以长江干支航道为主骨架, 有效覆盖、 四向

拓展的航道网络成为可持续交通体系的重要基础。

2. 2　 注重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运河建设投资规模巨大, 充分考虑航运功能

综合开发是工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举措。 德国优

先发展航运, 兼顾防洪、 灌溉、 发电等, 并通过

调水改善河流水质。 美国以防洪、 航运为主, 开

发过程中有效协调与发电、 养殖、 灌溉等利益,

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最大化。

2. 3　 注重保障长远发展空间

坚持适度超前高标准开发建设, 以水运比较

优势形成对公路、 铁路的竞争优势。 欧美国家的

航运沟通工程开发, 完善了航道网络布局, 扩大

了航运腹地范围。 美因—多瑙运河按照当时通航

欧洲最新一代分节驳船队标准进行前瞻设计, 主

要参数仍符合当今要求。

2. 4　 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欧美国家把内河航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进行

开发, 作为国家利益加以保护, 政府主导、 统一

规划、 统筹建设, 保障内河航运资源合理利用、

有序开发。 德国由政府负责运河开发的规划、 建

设、 管理, 美国联邦政府全面负责内河航运建设

管理, 陆军工程兵团作为全国河流开发的主管机

构和实施主体, 专门负责水资源综合利用。 研究

稳定建设资金来源、 建立拆船基金、 提高陆路运

输税赋等政策, 扶持内河航运发展。

2. 5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美因—多瑙运河建设中, 组织气候、 植物、

动物、 城镇规划等多学科专家进行运河总体设计,

减少工程实施的环境影响, 保护运河沿线地区环

境。 通过设计河湾、 人工湖减轻船舶波浪影响,

为生物提供相对静水的环境; 充分利用自然地理

条件, 使河道弯曲多变、 宽窄交替, 实现航运开

发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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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江航运沟通工程的总体考虑

3. 1　 布局思路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和“人享其行、物

畅其流”的美好愿景, 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

要(2021—2035 年)》 《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

等目标任务要求, 充分利用流域江河湖库资源禀

赋, 更好地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 谋划提出一

批对促进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等具有重要作用的航运沟通工程, 形成稳定

的项目储备, 进入“概念谋划—前期研究—深化论

证—纳入规划—推动实施”的发展轨道, 支撑长江

航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1. 1　 流域视角、整体统筹

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

力建设为导向, 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提

出对形成现代化长江航运体系具有关键作用的重

大工程, 着力优化航道网络空间布局, 填补区域

水运网络空白, 在“东西横轴+南北纵轴”航道网络

布局基础上, 推动通道“斜线”布局, 打造横贯东

西、 辐射南北、 干支衔接、 水系畅连、 通江达海

的黄金水道。

3. 1. 2　 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把握长江流域航道发展本底, 结合流域、 行

业规划实施要求, 加快解决瓶颈制约问题, 畅通

航道网络堵点卡点, 提出一批方案比较成熟的重

大项目并率先推进, 扩展覆盖面、 提高通达度。

适应未来发展需要, 设想一批对保障战略目标实

现发挥重要作用、 具有突破性的重大工程, 着手

开展前期研究、 深化论证, 条件成熟后逐步纳入

国家规划并推动实施, 形成滚动发展态势。

3. 1. 3　 地理邻近、安全可靠

充分考虑自然地理、 水资源、 工程技术、 生

态环境、 安全保障等因素, 选择河流源头地理距离

适当、 越岭段工程相对容易实现的区域, 有效利用

区域河道资源, 尽可能减少开挖长度、 降低实施难

度。 注重水资源综合利用, 以底线约束和安全韧性

为前提, 强化长江航运在畅通经济循环、 保障经济

安全中的支撑作用, 提升极端情形下抗风险能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3. 1. 4　 适度超前、经济适用

统筹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 适度超前布

局有利于引领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工程,
以足够的预见性、 前瞻性体现大空间范围航道网

络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应防止过度超前, 在现有航

道等级提升、 干支有效衔接的基础上, 强化资源整

合、 空间共享, 科学把握实施规模、 标准、 节奏,
在必要的区域和适当的节点开挖运河、 修建枢纽实

现水系沟通, 避免资源浪费、 降低投资风险。
3. 2　 总体方案

从区域国土空间连通、 自然地理障碍打通、
区域发展协同融通、 支撑国家总体安全等方面考

虑, 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综合提出若干航运

沟通工程, 见表 1。

表 1　 长江流域重大航运沟通工程
Tab. 1　 Major

 

shipping
 

communication
 

project
 

in
 

Yangtze
 

River
 

basin

名称 位置
越岭段

长度∕km
沟通

水系
备注

湘赣运河 江西萍乡 15 湘江、赣江 -

汉嘉运河 四川广元、陕西汉中 20 汉江、嘉陵江 -

浙赣运河 浙江衢州、江西上饶 10 长江、钱塘江 已纳入国家规划

闽赣运河 福建南平、江西抚州 15 长江、闽江 -

赣粤运河 江西赣州、广东韶关 10 长江、珠江 已纳入国家规划

湘粤运河 湖南郴州 10 长江、珠江 -

湘桂运河 湖南永州 16 长江、珠江 已纳入国家规划

沅柳运河 贵州黔南州 30 长江、珠江 -

乌北运河 贵州六盘水 35 长江、珠江 -

汉淮运河 河南南阳、平顶山 20 汉江、淮河 -

3. 2. 1　 长江流域内航运沟通工程

1) 湘赣运河。 利用湘江支流渌水、 赣江支流

袁河, 连通湘江与赣江, 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长

江—鄱阳湖—赣江—湘江—洞庭湖—长江”的航道

环线, 有利于强化中部地区大通道格局, 进一步

促进湘鄂赣三省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运河沟

通段位于江西萍乡, 渌水萍乡—袁河芦溪的运河

开挖段长约 15
 

km。 袁河新余以下已纳入国家高等

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术等级为Ⅲ级。 根据《湖

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水运发展规划》 《江西省内河

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2021—2050 年)》, 渌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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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段为地区重要航道, 规划技术等级为Ⅲ、 Ⅳ级;

江西段赣湘省界至黄花桥规划技术等级为Ⅳ级及

以上、 黄花桥至汪公潭段为Ⅶ级; 袁河新余至两

河口为地区重要航道, 规划技术等级为Ⅵ级。

2) 汉嘉运河。 利用嘉陵江、 汉江支流玉带

河, 连通嘉陵江与汉江,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

“长江—嘉陵江—汉江—长江” 的航道环线, 有利

于拓展水运在西北地区的腹地范围和辐射能力,

促进关中平原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长

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联动协同发展。 运河沟通段

位于川陕交界处, 四川广元朝天区中子镇—陕西

宁强的运河开挖段长约 20
 

km。 嘉陵江广元以下、

汉江安康以下均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术等级为Ⅲ级, 其中汉江丹江口以下为Ⅲ

级及以上。 根据 《 四川省内河水运 发 展 规 划

(2023—2035 年)》, 嘉陵江对溪—广元铁路桥规

划为一般航道, 规划技术等级为Ⅶ级。

3. 2. 2　 跨流域航运沟通工程

1) 浙赣运河。 利用信江支流金沙溪、 衢江支流

常山江, 连通信江与衢江, 形成“长江—鄱阳湖—

信江—衢江—钱塘江—杭州湾”的水运通道, 成为

长江中游地区东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浙西城市

群与赣东北城市群经济产业联动发展。 浙赣运河

起于衢州常山江龙绕溪口, 终于上饶信江三江公

园, 长约 77
 

km, 其中运河开挖段常山红旗岗—玉

山丁村长约 10
 

km。 浙赣运河、 信江、 钱塘江均已

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术等级为

Ⅲ级。 《浙江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2021—

2035 年)》规划了“五纵八横” 高等级航道布局方

案, 钱塘江—浙赣运河是其中的一横, 规划技术

等级为Ⅲ级。

2) 闽赣运河。 利用抚河支流黎滩河、 富屯溪

支流西溪, 连通抚河与富屯溪, 形成 “长江—鄱

阳湖—抚河—闽江—台湾海峡” 的水运通道, 成

为长江中游地区东南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加强

中部地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联系。 运河沟通段位

于江西南城县与福建光泽县之间, 南城县厚村—

光泽县止马的运河开挖段长约 15
 

km。 闽江三明以

下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术等

级为Ⅲ级。 抚河为江西省 “两横一纵十支” 高等

级航道网的 “一支”, 下马山—三江口段规划技术

等级为Ⅲ级; 广昌—下马山段为地区重要航道,

规划技术等级为Ⅵ级。

3) 赣粤运河。 利用赣江支流桃江、 北江支流

浈水, 连通赣江与北江, 形成“长江—鄱阳湖—赣

江—北江—珠江”的水运通道, 成为长江中游地区

南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长江中游地区与粤港澳

大湾区之间的联动发展, 加快建设江西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 赣粤运河北起赣州、 南至韶关,

长约 336
 

km, 其中越岭段运河开挖约 10
 

km。 赣

粤运河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

术等级为Ⅲ级及以上。

4) 湘粤运河。 利用湘江支流耒水、 武江支流

白沙河, 连通湘江与北江, 形成“长江—洞庭湖—

湘江—北江—珠江”的水运通道, 成为长江中游地

区南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长江中游地区与粤港

澳大湾区之间的联动发展。 运河沟通段位于湖南

郴州, 开挖段长约 10
 

km。 北江、 武江已纳入国家

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北江韶关以下规划技术等

级为Ⅲ级及以上, 武江乐昌以下为Ⅲ级。 湖南规

划耒水资兴—湘河口为地区重要航道, 规划技术

等级为Ⅲ级。

5) 湘桂运河。 利用潇水支流永明河、 桂江支

流恭城河, 连通湘江与桂江, 形成“长江—洞庭

湖—湘江—桂江—珠江”的水运通道, 可经广州出

海, 或经平陆运河从北部湾出海, 成为长江中游

地区南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长江中游地区与粤

港澳大湾区、 北部湾经济区之间的联动发展, 构

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运河沟通段位于湖南

江永境内, 开挖段长约 16
 

km。 湘桂运河、 湘江、

桂江均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

术等级为Ⅲ级及以上, 其中湘江衡阳以下为Ⅱ级

及以上。

6) 沅柳运河。 利用沅水上游清水江、 柳江上

游都柳江, 连通沅水与柳江, 形成“长江—洞庭

湖—沅水—柳江—西江”的水运大通道, 可经平陆

·72·



水
运
工
程

水 运 工 程 2025 年　

运河从北部湾出海, 或经广州出海, 成为长江中

游地区南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湖北、 湖南、 贵

州等地与北部湾经济区、 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联

动发展。 运河沟通段北起清水江都匀、 南至都柳

江三都, 长约 30
 

km。 沅水、 都柳江—柳黔江已纳

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沅水三板溪至常德、

都柳江—柳黔江榕江—柳州段规划技术等级为

Ⅲ级, 沅水常德以下、 都柳江—柳黔江柳州以下

为Ⅲ级及以上。

7) 乌北运河。 利用乌江支流三岔河、 红水河

支流北盘江, 连通乌江与北盘江, 形成“长江—乌

江—北盘江—红水河—西江”的水运大通道, 可经

平陆运河从北部湾出海, 或经广州出海, 成为长

江上游地区南向出海新通道, 有利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与黔中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等功能衔

接、 联动发展。 乌北运河位于贵州六盘水, 运河

沟通段长约 35
 

km。 乌江乌江渡以下和北盘江董菁

以下、 红水河均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术等级为Ⅲ级。

8) 汉淮运河。 利用汉江支流唐河、 淮河支流

沙颍河, 连通汉江与淮河, 形成 “长江—汉江—

唐河—沙颍河—淮河” 的水运大通道, 成为河南

地区进入长江、 京杭运河的便捷通道, 有利于加

强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协同发展。 汉淮运河位于河南方城县、 鲁山县

之间, 运河沟通段长约 20
 

km。 唐白河、 沙颍河均

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方案, 规划技术等级

为Ⅲ级。

3. 3　 网络格局

布局上述工程, 配合有关水利工程实施, 将

打破流域自然地理限制, 连接我国内河水运最发

达地区, 在长江水系打造“三横五纵两环”的航道

总体格局(图 1), 使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通过水

路形成连云港、 上海、 杭州、 福州、 广州、 北部

湾等“六口”出海新格局, 实现航运价值最大化发

挥和水资源跨时空共享。

图 1　 长江水系“三横五纵两环”航道总体格局

Fig. 1　 Channel
 

overall
 

pattern
 

of
 

“ three
 

horizontals,five
 

verticals
 

and
 

two
 

rings”
 

waterway
 

in
 

Yangtze
 

Riv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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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　 三横

汉淮通道: 由广元经安康、 襄阳、 平顶山、

周口、 蚌埠、 淮安至连云港, 包括汉嘉运河、 汉

江、 唐白河、 汉淮运河、 沙颍河、 淮河等航道,

将成为长江与黄河之间重要的东西通道。

长江—金沙江通道: 由攀枝花经宜宾、 重庆、

武汉、 芜湖、 南京至上海, 主要为金沙江攀枝花

以下和长江干线航道。

黔浙通道: 由都匀经洪江、 常德、 长沙、 南

昌、 上饶、 衢州至杭州, 包括沅柳运河、 沅水、 湘

江、 湘赣运河、 赣江、 信江、 浙赣运河、 钱塘江等

航道, 将成为长江与珠江之间重要的东西通道。

3. 3. 2　 五纵

嘉乌通道: 由广元经重庆、 涪陵、 思南、 安

顺至六盘水, 包括汉嘉运河、 嘉陵江、 长江、 乌

江、 乌北运河、 北盘江等航道。

汉沅通道: 由平顶山经襄阳、 荆州、 常德至

都匀, 包括汉淮运河、 唐白河、 汉江、 江汉运河、

松虎至澧资航线、 沅水、 沅柳运河等航道。

汉湘通道: 由武汉经岳阳、 长沙、 衡阳、 永

州至平乐, 包括汉江、 长江、 湘江、 湘桂运河等

航道。

淮赣通道: 由合肥经安庆、 九江、 南昌、 赣

州至韶关, 包括江淮运河、 长江、 赣江、 赣粤运

河等航道。

京杭运河通道: 由徐州经淮安、 镇江、 苏州、

杭州至宁波, 主要为京杭运河、 杭甬运河航道。

3. 3. 3　 两环

长江中游航道环线: 由长江、 赣江、 湘赣运

河、 湘江、 松虎至澧资航线、 江汉运河、 汉江等

组成, 覆盖长江中游江西、 湖北、 湖南 3 省, 串

起九江、 南昌、 长沙、 岳阳、 常德、 荆州、 武汉、

黄石等内河主要港口。

陆海航道环线: 由嘉陵江、 汉嘉运河、 汉江、

汉淮运河、 淮河、 连云港至广州沿海航道、 西江、

红水河、 乌北运河、 乌江、 长江等组成, 覆盖重

庆、 四川、 陕西、 湖北、 河南、 安徽、 江苏、 上

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贵州等省 ( 市、

区), 串起重庆、 襄阳、 周口、 蚌埠、 淮安、 杭

州、 佛山、 肇庆、 梧州、 来宾等内河主要港口和

上海、 连云港、 南通、 宁波舟山、 温州、 福州、

厦门、 汕头、 深圳、 广州等沿海主要港口。

4　 结语

1) 提出 10 项航运沟通工程, 包括湘赣、 汉

嘉 2 项长江流域内航运沟通工程, 以及浙赣、 闽

赣、 赣粤、 湘粤、 湘桂、 沅柳、 乌北、 汉淮 8 项

跨流域航运沟通工程; 打造长江水系“三横五纵两

环”的航道总体格局, 即汉淮、 长江—金沙江、 黔

浙 3 条横向通道, 嘉乌、 汉沅、 汉湘、 淮赣、 京

杭运河 5 条纵向通道, 以及长江中游、 陆海 2 个

航道环线, 推动中西部地区通过水路形成连云港、

上海、 杭州、 福州、 广州、 北部湾等“六口”出海

新格局。

2) 综合考虑建设必要性、 实施可能性、 技术

可行性、 经济合理性等, 分类分期予以推进。 已

经纳入规划的项目, 深入研究运输需求、 线路选

择、 航道等级标准、 梯级枢纽布置、 通航建筑物

规模、 适航船舶船型等重点问题, 挑选必要性迫

切、 综合效益显著的工程加快推进实施, 形成示

范带动作用。 处于谋划阶段的项目, 深入研究必

要性、 可行性, 尽快形成支撑决策的工程方案,

争取纳入国家规划, 为线位资源保护与控制及后

续实施提供依据。 尚不具备形成规划方案条件的

项目, 进一步加强前期基础研究储备。 特别是目

前正在制定省级层面的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 有

关省份应充分考虑发展需求, 对航运沟通工程所

涉及的航道进行规划层面的衔接, 留好未来发展

接口。

3) 深化用水、 用地、 生态、 资金等要素保障

问题研究, 确保具备实施条件后要素制约影响最

小。 建立中央有关部门、 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综

合协调机制。 运河开发建设涉及水利、 农业、 生

态用水等, 多部门、 跨地域用水协调问题突出,

深入研究水资源保障方案, 确保运河航运畅通。

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等衔接,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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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工程线路, 提出线

位控制范围, 加强线位资源保护。 创新研究项目

投融资模式, 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 防范资金风

险, 保障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 加强关键技术科

技攻关, 前瞻性开展高坝通航、 升船机、 省水船

闸等技术问题和已有枢纽改建、 桥梁改造, 形成

配套技术方案和重大技术储备, 为有关工程实施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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