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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缓慢

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北团代表联名提交了5件重点建议，其中一件
就是加快推进荆汉运河工程前期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黄艳是联名建
议的代表之一，从荆汉运河工程规划之初就参与其中。

黄艳表示，为解决长江航运“中梗阻”问题，2015年起，在鄂专家团
队就提出建设荆汉运河工程。目前，荆汉运河工程相关研究成果及规
划已经成熟，应该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实际上，湖北省层面已经拿出了荆汉运河的初步可行性方案。去
年9月，湖北省发改委印发了“湖北省推进荆汉运河工程规划前期工作
方案”，清晰地规划了人工运河的路线。

根据规划，荆汉运河工程起于松滋市松滋口、止于武汉市东荆河
口，拟新建236公里运河，估算总投资784亿元。运河投用后，初步估
算可缩短航程260公里，减少运输时间约14小时，每年降低物流成本
300亿元以上。

但在国家层面，工程计划可行性仍未通过国家相关部委的科学论
证，纳入国家规划的进度较慢。

一个例子是，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北代表团一并提出建议，恳
请国家相关部门加快推进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工程前期工作，以及尽
快启动荆汉运河项目预可行性研究。

据国家发改委去年9月对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公开复函，三峡水
运新通道建设正抓紧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反观荆汉运河项目，
仍未正式纳入国家规划，后续的落地实施也就无从谈起。

根据交通运输部2021年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公开答复函，建设
“荆汉运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区域经济社会、国土空间、水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布局等将产生深远影响，要“充分论证建设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并建议，由湖北省为主推进“荆汉运河”研究相关工作，广
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加强沟通协调，并深入研究相关重大技术问题。

潜在风险

目前荆汉运河的堵点之一，在于水量。
据了解，“引江济汉”以后，荆江段长江水位本就不高，是否有足够

的水量分流，去支撑一条新的运河，是不少专家提出的疑问。但在湖北
人大代表团看来，荆汉运河既是推动解决长江航运“中梗阻”的需要，也
是构建江汉平原水网的需要。

长江荆江河段北有江汉平原、南有洞庭湖平原，区域内水系发达，
河湖渠网密布，但江-河-湖沟通联系不畅。荆汉运河建成后，可连通
形成江汉平原大水网，解决相关河道的枯季断流问题。

此外，在生态保护方面，工程还有助于给长江干流“减压”，长江现状
河道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和区域航运，落实对珍稀水生生物的抢救性保护。

但众多湖南的专家、学者，却抱有不同的看法。随着荆汉运河工程
在长江航道通航升级建设中越发受重视，且进度不断推进，有多位湖南
专家担忧，荆汉运河可能会影响长江湖南段航运地位。

对湖南而言，尽管荆汉运河项目建设实施地不在湖南省域内，但对
湖南经济、社会影响同样巨大。荆汉运河建成后，将成为万吨级长江深
水航道。这意味着，原荆州到武汉包括湖南境内163公里的长江航道，
届时就不再是长江的主航道。

从地图上看，荆汉运河将长江“拉直”，刚好越过了重要的长江港
口、湖南第一大港岳阳城陵矶港。一组数据是，2023年度，城陵矶港全
港货物进出港量超过1亿吨，占湖南省水上货物进出港量的65%以上，
在长江中上游大港中，排名第三，在湖南港口中占据重要地位。

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涛撰文《荆汉生态新水道实
施对长江中游航运的影响分析》表示，荆汉运河将分流湘西北地区货
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岳阳港枢纽功能的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城陵矶港正位于长江与洞庭湖汇合处。荆汉运河
不仅会影响城陵矶港的枢纽地位，甚至会进一步影响洞庭湖流域的水
资源。

洞庭湖作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调蓄湖泊，对长江水系有着重要的
调节作用。一种声音认为，荆汉运河的实施将使洞庭湖长期处于补充
长江水的境地，而洞庭湖本身的水量无法得到补充，造成洞庭湖流域水
文环境受到不利影响。

“枯水期长江平均流量为每秒6200立方米，荆汉运河分流量仅不
到每秒200立方米。”对此，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研究会会长、湖北省交

通运输厅原港航局局长王阳红接受采访时表示，荆汉运河对长江来水
的实际影响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对湖南航道的影响客观存在。

利益平衡

运河正在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向。
从广西的平陆运河到湖南的湘桂运河，从江西的浙赣粤运河到湖

北的荆汉运河，从安徽的江淮运河到河南的47个内河水运项目，六大
省份总投资额接近8500亿元，堪比7座港珠澳大桥的投资规模。

“运河热”背后，是各地推动解决各区域内河水运发展瓶颈的初衷。
由此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新规划的运河项目，如何平衡各相关方利益。

“从整个长江经济带来说，绝大部分省市利益一致，是支持将长江
航道‘拉直’，拓宽拓深的。这里面，唯独湖南航道利益受损，比较特
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告
诉记者，这类系统性工程，地方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于全国大局利益。在
当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湖北与湖南今日的处境类似。在服从大局
的前提下，利益受损方可以提出诉求，争取一些补偿工程。

记者注意到，针对荆汉运河的这一问题，专家学者已有广泛讨论。
长沙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与现代物流研究院院长、教授卢毅撰文提出，

湖南省应该基于长江中游区域范围，评估论证荆汉运河工程风险，并利用
自身水利水运科研优势力量，研究荆汉运河对湖南省域的影响以及对策。

刘涛则建议，统筹考虑湘鄂两省利益关切，深化开展岳阳至武汉航
道扩能研究，并研究岳阳港与荆汉生态新水道直接联系通道的问题。
另有湖南相关专家提到，在岳阳城陵矶临港新区附近建洞庭湖水利枢
纽工程，配合湘江航道整治工程，提升湘江的航道能级。

据王阳红讲述，针对湖南在荆汉运河上的利益受损，交通运输部也
确实提出过疏浚航道，将岳阳至武汉段长江航道能级提升至8000—
10000吨的补偿预案。

实际上，即便不考虑荆汉运河影响，洞庭湖近年也饱受旱涝的困
扰。6月16日以来，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洞庭湖城陵矶水文站水位6
月30日超警，至7月8日15时00分才退出，共历时198小时。若将时
间向前倒推，过去两年，洞庭湖更受关注的问题是“汛期反枯”。

秦尊文认为，湖南通过补偿工程，将湘江航道的能级提升，进而对
接长江主航道，有利于湖南航运的发展。同时，修建洞庭湖水利枢纽，
则有助于水利调度，帮助防洪抗旱。

在他看来，整体而言，荆汉运河对大多数地区都将是利大于弊。在
落成初期，会使得湖南航运出现短暂阵痛期，但长远来看，也可能让湖
南航运在短时间内有较大提升。 据每日经济新闻

中部大运河，真的要来了？
湖北省正加速推进荆汉运河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

水运大省湖北，苦
荆江久矣。

目前，长江三峡枢
纽以上和武汉以下均
达 到 10000 吨 级 航
道，而受河势演变等因
素影响，武汉至宜昌段
仅能满足5000吨级船
舶常年通航，枯水期甚
至只能满足 3000 吨
级。可以说，长江航运
明显短板就在于此。

在湖北省谋划中，
“截弯取直”重新修建
一条横向的荆汉运河，
将有效解决长江中游
荆江河段碍航问题，充
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
作用。早在2015年，
在鄂专家团队便提出
建设荆汉运河工程。
至今，项目已谋划近十
年之久，却迟迟未正式
纳入国家规划。

究其原因，修建
“荆汉运河”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
及水利、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航运等多方
面，也将对长江中游多
省特别是湖北、湖南两
省的水运格局产生深
远影响，项目规划要统
筹考虑各方利益。

日前，荆汉运河工
程又传新进展。8月
27 日，湖北省委副书
记、省长王忠林主持召
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
调加快谋划实施荆汉
运河项目，积极推动项
目纳入国家相关规
划。对比此前，这次表
述多了“加强向国家部
委的汇报衔接和兄弟
省市的沟通对接”相关
内容。

不难看出，湖北推
进荆汉运河工程的决
心。项目要从设想走
向现实，关键阻点在
哪，又能如何协调解
决？

南方多个运河项目连续推进
中国多地的运河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旨在为区

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并优化内河水运网络。
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其建设任

务在8月8日实现了“双过半”的重要进展。此运河位于广西钦州，预
计到2026年竣工后，将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提供更直接的路径，

缩短约560公里的航程，每年为相关地区节省运输费用超过52亿元。
安徽的江淮运河已于去年下半年顺利通航，它将淮河与长江流域

紧密相连，大大缩减了两地间的水运距离，不仅显著降低了物流成本，还
预估到 2030 年和 2040 年，其年水运量将分别达到 1.38 亿吨和 1.85 亿
吨。安徽省正持续努力提升该区域的水运能力，目标在2027年前新增大
量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进一步增强港口货物吞吐能力。

此外，湘桂运河、浙赣粤运河等项目亦在积极筹备或推进中。湘桂
运河预期将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促进34个内河主要港口的互联互通；
而浙赣粤运河则有望连接三大国家战略区域，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
运河之一，对江西等省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些运河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内陆省份的物流效率，降低了运输成
本，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具有
深远影响。专家指出，运河项目通过打通内河水运瓶颈，为依赖低

成本物流的产业布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带
来新动力。水运以其特有的低成本、低能耗和环保优势，成为

推动内陆省份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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