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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核，是国际学界研究的持续热点。 内河水运是流域社会经济背景下综
合运输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及各国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重点。 在协调发展的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德国成功的发展经验，探究了我国内河水运体系与国家战略，流域
经济、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综合运输体系，自身体系协调发展的意义与要素、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一一对应
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内河水运快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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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手段，也是学界与政府一直关注
研究的热点术语。 协调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渗透
于发展的方方面面，只有在协调中发展，在发展中协
调，才能实施健康、有序、优质、高效、全面而又持久
的发展。 协调发展是实现发展的基本思想方法与工
作方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协调
发展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而是根本的工作思路。
微观需要协调，宏观更需要协调；单项工作需要协
调，综合性工作更需要协调；局部需要协调，全局更
需要协调

［１，２］ 。
内河水运具有运能大、运价低、占地少、能耗小、

污染小等优势，是综合运输与水资源利用管理两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流域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我国河流湖泊众多，拥有长江、珠江、松辽等
通航水系与京杭大运河，流域范围宽广，远古时期内
河水运就对流域经济起着命脉作用。 但是，我国当
前的内河水运协调发展问题居多，重陆路轻水路，重
海运轻河运，重供水灌溉轻水运，重水电轻水运，导

致不少河流断流断航，内河水运在综合运输体系与
水资源开发中利用弱化，宜水则水，宜路则路，多式
联运、江海直达的协调发展不足。 对比之下，中国的
内河水运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２００８ 年中
国、德国内河水运中河流通航里程比重分别为
２８．６ ％、５８．８ ％，千吨级及以上航道比重分别为
７．１８ ％、７５ ％，内河水运周转量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８ ％、２０ ％ ［３ ～５］ 。 我国区域物流现象显示，由于铁路
运力紧张，大量适宜水运的货运物流通过公路运输
完成，运输成本增加导致区域物流成本增加、区域经
济竞争力降低，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
与土地资源短缺也是重要的诱导因素

［ ３ ～８］ 。 ２０１１
年伊始，国务院先后发出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
展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１〕１ 号）”， “关于加快长江等
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２ 号）”，因此展
开内河水运协调发展研究对于我国构建现代综合运

输体系，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促进节能减排、
调整优化沿江沿河地区产业布局，促进流域经济与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意

义。
内河水运协调发展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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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二是与综合运
输的公路、铁路、航空、管道其他 ４ 种方式发展相协
调；三是与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防洪、发电、灌溉、供水
等功能发展相协调；四是与自身体系中的航道、港
口、船舶、信息安全支持保障系统、航运企业及从业
人员发展相协调。 文章将从上述 ４ 个方面展开内河
水运协调发展分析。
2　内河水运与国家战略及其流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研究

2．1　发展内河水运符合两型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
国家战略

　　由资料统计分析可知，从能耗上看，水运与铁
路、公路的单位能耗之比约为 １∶３∶９；从占地上看，
建 １ ｋｍ 复线铁路占地需 ３０ 亩（１ 亩 ＝６６６．６７ ｍ２ ）
以上，建 １ ｋｍ 四车道高速公路占地需约 １００ ～
１２０ 亩，而利用天然河道的水运（运河除外），几乎不
需新增土地；从运量上看，一艘 ３ ０００ ｔ 级的货船的
运量相当于一列 ５０ 节车厢的火车，相当于 １００ 辆
３０ ｔ的载重汽车，德国莱茵河、中国湖南湘江的运能
相当于４ ～６条高速公路或铁路的通过能力；从环境
保护看，汽车排入大气的污染物占总量的 ５０ ％ ～
６０ ％，对运输每百吨公里货物需要付出的环境保护
成本，水运、铁路、公路之比为 １∶３∶１２。 在我国，内
河水运周转量每上升 １ ％，意味着内河水运周转量
增加６０ 亿 ～８０ 亿 ｔ· ｋｍ，将节约运输成本约 ３０ 亿
～４０ 亿元、减少交通环保成本约 １０ ％，还有减少道
路拥挤、节约能源与土地等诸多优点。 大力发展内
河水运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

求，十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６ ～８］ 。
2．2　发展内河水运有利于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流域是河流集水的区域，流域经济是以流域为
地理界限的区域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流域经济是
指在利用水资源，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的
前提下，寻求一种不至于损害后代生存和发展，能够
长期延续的发展道路，形成流域内经济、环境与资源
良性发展的局面。

内河水运的发展是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 流域水系航道与港口的建设符合流域点轴式
经济增长方式，是世界各地流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模
式。 例如，莱茵河流域综合利用水资源，建设内河水
运体系，利用便捷的水运网络，在当地煤炭资源的基
础上，发挥水运优势，进口大量铁矿及其他矿产资

源，发展钢铁和机械工业，靠煤近水处发展电力工业
和煤化学工业等，著名的鲁尔工业区，建立沿河产业
密集带的综合开发，沿河产业又促进了流域航运经
济的提高。 而我国不少流域舍弃天然的水资源航运
便利条件，牺牲大量的土地建设公路铁路，与之相比
的产业运输模式带来的是高成本、多用地、多能耗、
多排放，呈现出流域社会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不协
调发展的局面

［ ９ ～１１ ］ 。
2．3　内河水运与流域经济协调发展需同步同构

流域经济结构决定了运输结构的优化比例构

成。 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 ３ 种产业
的不同构成决定了货运物流在成本、速度等方面的
不同要求。 一般而言，资源密集型产业宜采用规模
经济运输方式，在水系发达的流域应首推内河水运，
而不是公路铁路，更不应该沿江河修建公路铁路，一
方面造成运输方式的不必要竞争，另一方面造成国
土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引发公路铁路运输方式下
的外部不经济性。 德国政府十分注重内河水运发
展，通过对公路运输追加税费与水路运输减免税费，
引导综合运输结构合理优化，利国利民 ［３ ～５，１１ ～１５ ］ 。

我国水系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区，同步同构发展内河水运有利于流域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但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内河水运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优势和潜力认识不足，再加上内河航道属
于公益性基础设施，以社会效益为主，其带来的效益
往往是隐性化的，政绩不明显，因此对内河水运建设
关注不够，重路轻水，甚至摒弃内河水运，使其在综
合运输体系中的比重越来越弱，导致内河水运发展
基础设施薄弱，不能与流域经济需求相适应［ ３ ～８］ 。

当然，如果是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业追
求速度与交货期为第一，采用铁路、公路，乃至航空
运输则另当别论了。
3　内河水运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的协调
发展研究

3．1　内河水运与水资源综合利用协调发展内涵与
形式

　　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需要上下游、左岸右岸、干支
流、管理部门之间在水资源环保、防洪、治涝、灌溉、
航运、供水、水力发电、渔业等方面和谐一致，配合得
当

［ １６ ～１８］ 。 水在当今社会被认为是经济命脉，水资源
综合利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水资源的数

量和质量能不能适应区域发展的需要，因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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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必然为战略管理，至关重要。 内河水运与
水资源综合利用、协调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生产系
统、生态系统和生活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基础上，综
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内河水运的要求，将水资源
按一定数量和结构实现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且可持

续发展的有机整体。 由于内河水运与水资源管理之
间的协调不仅涉及内河水运、生产系统、生活系统、
环境系统，还涉及到地区间用水需求平衡以及环保、
防洪、治涝、灌溉、航运、水力发电、渔业等相关管理
部门间的协调

［１９ ～２１］ ，因此要从系统结构、区域空间
和管理机构上多角度全面协调内河水运发展与水资

源管理之间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内河水运与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相

互作用呈现 ４ 种基本模式：模式一是最为理想的协
调发展模式，水资源得到合理综合利用，同时内河水
运也得到发展；模式二表示水资源在生产系统、生活
系统、环境系统之间的分配较合理，但未重视内河水
运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模式三是最不可取的发展模式，与水资源相关子系
统之间未利益权衡，内河水运也未得到发展；模式四
表示内河水运得到较好发展，但不注重水资源综合
利用子系统间的分配与协调，以至于对经济、社会、
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逐渐被其他模式替代。
3．2　我国内河水运发展在水资源利用体系中不协调
　　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利用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但内河水运发展在水资源利用体系中不协调，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水资源及其内河水运
功能认识不够。 水利部行使着对我国江湖河流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防洪、防涝、灌溉、供水等水利
功能深受重视，但对归属于交通运输部的内河水运
功能认识不够。 由于种种原因，水资源利用率不足
１０ ％，航运航道水深难以保证；在通航河流上已建
１ ３００多座碍航阻航闸坝，导致碍航、断航里程已达
４ 万多千米，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 ３３．６ ％。 二是
法制不健全。 我国缺乏对内河航运资源的保护法
制，尤其是没有出台枟航道法枠，导致我国不少水利
水电枢纽工程不注重同步通航设施建设，甚至出现
一些原本通航的航道出现断航现象；一些地方对水
资源进行非正常开发，不采纳航道管理部门的意见，
不遵照通航规范，给航道造成极大危害。 三是对水
资源利用不科学。 内河水运是水资源利用功能之
一，但长期被忽视。 内河水运所需的航道与水深是
其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但水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均衡

性，防洪、治涝、灌溉、供水、水力发电、渔业等方面与
内河水运协调发展的冲突性，导致丰水期防洪让雨
水流入大海，枯水期时保灌溉、供水、发电等出现河
床裸露，水资 源利用低，内 河水运受季 节影响
严重

［３ ～８］ 。
3．3　我国内河水运在水资源利用体系中协调发展

对策

　　借鉴德国经验，我国的内河水运与水资源利用
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５ ～８］ ：
一是协调管理功能。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环境

部等均为涉水政府部门，其管理功能的完整性可以
通过相关政府职能协调机构的建立与有效运转得到

实现。 德国在高度重视环保的基础上、树立水运第
一、防洪、灌溉、供水等协调一致开发的理念，在水资
源管理政府部门之间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有效地
开发管理了水资源系统与各子系统，如水环境、水
运、防洪、治涝、灌溉、供水、水力发电、渔业、旅游娱
乐、南水北调等，内河水运子系统更是开发到了极
致，值得我国借鉴。

二是健全法制。 德国的内河水运发展离不开欧
盟对航运市场规范化统一所制定的水运法规政策，
进而制定国内水运法规如枟联邦水路法枠、枟联邦航
道法枠、枟内河航运法枠等，有效保障内河水运的建设
与运营。 我国内河水运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修订与出
台相关法制政策，尤其是枟航道法枠的推出，对协调
水资源开发，保护航道航运资源意义重大。

三是科学开发。 德国水资源开发管理理念体现
了系统多目标协调优化，即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保
护、水运、防洪、供水、发电、旅游度假休闲等结合起
来，在注重水环境的前提下，德国政府将水运摆在防
洪、供水、发电等之前，在高度重视水环境，在保障水
运用水的条件下，同时很好地实现防洪、供水、发电、
旅游度假休闲等水资源综合开发效果，值得我国
借鉴。
4　内河水运与综合运输体系的协调发展
研究

4．1　综合运输体系协调发展特征
综合运输体系包括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管道

等 ５ 种运输方式。 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整体功能的
完善有赖于子系统功能的健全和协调，子系统功能
的协调和有机统一将使整体系统功能更加完善，从
而使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子系统功能的代数和。 因

63 　中国工程科学



此，综合运输体系的整体性要求各种交通运输方式
相互协调匹配，从而实现综合运输体系的最优效能。
综合运输体系协调特征体现为宜水则水、宜路则路、
多式联运、无缝连接、交通运输物流产业集聚，运输
物流成本低、效率高、效益好，对区域流域社会经济
起着有效的推进作用，同时以良好的生态环境运营
综合运输体系

［２２，２３］ 。
4．2　我国内河水运发展在综合运输体系中不协调

我国的交通运输随着近 ３０ 年的改革开放，国家
交通战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内河水
运作为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子系统与其他方式的发展

不协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内河航道设
施薄弱，导致航运功能的弱化与丧失，不能或难以实
现铁、公、水多式联运，铁水、公水联运比重严重偏
低，德国约为 ６０ ％ ～７０ ％，我国约为 ２０ ％。 由于
铁路运力不足，更多的是采用单一的公路运输方式。
二是港口设施薄弱，以港口为枢纽的多式联运与物
流集散中心不能有效形成。 三是我国内河水运在综
合运输体系中的比重结构严重偏低，在水资源丰富
的湖南省其比 重也不足 １０ ％ （鼎盛时期曾达
８０ ％），美国、德国为 ２０ ％ ～２５ ％。 实际资源型的
流域产业所需要的低物流成本和产业集群难以有效

形成，影响流域经济的发展 ［５ ～８］ 。
4．3　我国内河水运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协调发展对策
　　我国内河水运发展滞缓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政府职能部门重视不够；二是综合运输规
划对内河水运重视不够；三是对内河水运建设有效
投入不足。 因此，我国的内河水运协调发展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３ ，２２ ～２７］ ：
一是高度重视。 内河水运的发展纳入国家与流

域经济发展战略，政府职能部门树立综合运输协调
发展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内河水运发展为流域社会
经济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效应。

二是科学规划。 综合运输体系规划中按照流域
经济所需的“宜水则水，宜路则路”原则，加强内河
水运子系统功能，形成干支相连、江海直达、港口物
流集聚的水系运输物流网络，实现对内河水运比重
结构有效增强的硬件设施保障。

三是加强投入。 目前，我国内河水运投入为交
通投入比重的 １ ％ ～２ ％，德国为 ６ ％ ～７ ％。 若不
重视科学规划也不会出现有效投入，也不会实现高
水平发展。 我国内河多数航道仍然处于自然状态，
等级低、通航能力差；内河港口主要以中小码头为

主，装卸工艺落后、机械化程度低的泊位仍然占相当
大比重。 这种状态使得水运货运不断丧失，内河水
运功能不能有效发挥。 政府加大对内河水运的投入
是实现内河水运协调发展的前提。
5　内河水运自身体系的协调发展研究
5．1　我国内河水运自身体系发展不协调

内河水运自身体系协调发展涉及江河湖泊及其

支流航道、港口、船舶、安全保障与信息系统的协调
发展建设、内河水运市场供需主体协调发展、内河水
运从业人员及法制法规政策协调发展。 我国的内河
水运在这些方面的协调发展相对落后

［ ３ ～８］ ：
一是各流域水系航道长，但等级低且碍航不成

网系，水运基础条件不足；二是港口虽多但规模小，
装卸设施缺乏效率；三是受航道及港口靠泊等因素
的影响，水运运力平均吨位小且船型混杂；四是流域
水运安全保障支持系统等级低甚至普及性有限；五
是流域水运信息系统功能集成共享性不足，信息不
畅；六是流域水运市场发育不足，潜在需求与有效供
给规模性缺乏，效益不高；七是水运物流人力资源匮
乏，包括政府、企业；八是流域水运投融资政策并不
惠及，改革开放 ３０ 年水路投资不到公路的 １／５０。
5．2　我国内河水运自身体系协调发展对策

德国政府大力发展内河水运物流的措施：一是
增加水运基础设施投资，加强航道整治，提高通航能
力。 二是对港口物流中心增加投资，并通过优惠政
策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落户港口物

流中心。 三是鼓励老、旧船改造，促进船舶大型化。
四是采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免征内河水运燃油税，对
卡车运输征收公路使用费，促使公路货运和铁路分
流。 五是推行水陆联运，实现多模式运输配送的门
到门服务。 六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供应链成
员的信息共享与物流方案集成

［ ３，５ ～８，１８］ 。
通过对德国成功经验的分析，我国的内河水运

协调发展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加大内河水运基础设施规划投资建设。

一是规划投资建设流域航道高等级网络，并注重对
通航河流上已建碍航阻航闸坝进行大规模投资改

造，改善流域航运条件；二是加强港口及其物流中心
规划投资建设，实现功能规模效益；三是推行船舶分
类标准化与系列化，促进内河运输效能提高；四是增
强流域航运支持，保障系统化投资建设，促进水运安
全保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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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大内河水运机械化、信息化与专业化建
设。 一是逐步实现流域航运过程中的运输、仓储、装
卸、搬运等作业机械化与省力化；二是逐步实现水运
物流供应链成员的信息平台共享与实时服务管理；
三是逐步实现对客户服务方案的专业化定制，实现
服务成本低与服务质量好的专业化水平。

第三，加大内河水航运投融资建设。 一是争取
建立以财政资金为主导的长效投入政策，支持水运
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配套制订更为开放的基础设
施投融资政策，积极争取燃油税返还资金及其每年
的增量资金和国债资金用于内河水运建设；二是积
极引导社会资金，特别是中外港航企业和沿江厂矿
企业投资航道和港口建设；三是探索通过公路水路
建设项目捆绑、港口航道项目捆绑、港航企业固定资
产、政府财政资金等担保贷款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四
是争取将水利建设资金用于含有水利建设内容的航

道开发建设；五是建立加快运力、运输和企业组织结
构调整的政策，“放水养鱼”鼓励发展的政策；六是
建立促进港口合理分工、规划布局和港口物流园建
设等相关政策。

第四，加大内河水运物流人力资源建设。 一是
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大力发展内河水运政府、企业
需要的管理、技术与技能型人才；二是通过政府、企
业与院校产学研结合形式大力探索政府产业政策瓶

颈和企业现实问题，有针对性的培养政府、企业与院
校相关人才。
6　结语

我国内河水运发展目标：利用 １０ 年左右的时
间，建成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
系，建成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内河水运安全监管和救
助体系，运输效率和节能减排能力显著提高，水运优
势与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促进
作用显著增强。 加快内河水运协调发展建设，有利
于我国内河水运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着眼于统筹
兼顾、建立与流域社会经济、水资源利用、综合运输
及自身体系协调发展的全局思想，加大对内河航道
建设的资金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信息化和法制建
设，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并逐步形成与
流域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内河水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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