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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十多年，大运河和钱塘江借由二通道再度牵手

26.4公里，打通水运任督二脉
本报记者 张 帆 张 彧 应 陶

杭州之名缘起大禹弃舟，有人调侃，当初若有二通道，
大禹就不用弃舟，也就没后来杭州这称谓。

准确讲，余杭是杭州有记载的最早地名。传说是因大
禹治水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绍兴），禹自北方乘舟到杭
州，舍其杭（“杭”意为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航，而
后发展壮大才名杭州。

大禹为何到了水乡杭州要舍其杭？因为在古代杭州内
河水系和钱塘江并不相通，到隋炀帝依托原有自然的内河
水系修通大运河时，大运河和钱塘江也是隔断不通航的。
原因无它，因钱塘江涌潮等因素作用，钱塘江水面比大运河
在内的杭州内河水系要高出好几米。

二通道，可谓京杭运河和钱塘江三十多年后的第二次
“握手”。

1989 年 2 月，三堡船闸的建成结束了江河相望、咫尺
不通的历史，却也更加重了原本拥挤的京杭运河杭州段的
负荷。同年 9 月，运河二通道的设想首次提出。34 年后的
今天，这个设想终于变成现实。

34 年，相比千年古运河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素
有“基建狂魔”之称的国内基建而言，确实慢了些，堪称是省
内酝酿时间最长的水运项目了。

为何这么久？只因二通道从方案比选到建设都经历反
复磨炼。最耗时的是方案选择。现在二通道选择的是从博
陆沿杭州与嘉兴交界往南新辟航道，在江边八堡建船闸进
入钱塘江。这在当时被称为东线方案。

中线方案则是沿现有京杭运河杭州市区段拓宽改造，
即加宽一通道。使之从原来满足300吨级的内河船通航的
五级航道，提升至1000吨级的三级航道。这意味着杭州市
区跨运河的所有桥梁都要拆除重修，连带与桥相连的道路
都要抬高，不但耗资巨大，单单杭州地标之一跨运河的古桥
拱宸桥如何改，就无解。因此，中线方案最先被排除。

最初最看好的是西线方案，大体沿现在杭州绕城高速
西线的位置，过转塘双浦进入钱塘江，连如何克服西线上的
那些青山，当时专家也想好了，尽量用隧道穿越减少对山体
的破坏。方案提出后，当时地方媒体就纷纷报道，未来杭州
城西将现船在山中行。

当时看好西线的最大原因是，转塘、双浦一带建船闸，
受钱塘江涌潮影响小，通航有保障。东线八堡在钱塘江下
游，靠近江口，涌潮影响大，通航保障率低。

30 多年城市的发展，杭州城西已从一片湿地、山地转
身为电商中心和巨大的商住区，再开辟运河航道成本巨大
还破坏景观。而通航技术的进步，又对八堡建闸的影响有
所减小。反复比较后，优化后的东线方案胜出。

今天开通的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由新开挖航道段和
八堡船闸段组成，起自博陆，终于八堡，全长 26.4 公里，总
投资 167.7 亿元。项目自 2017 年 12 月开工，于 2023 年 6
月全线建成。

缘何等了34年之久？缘何等了34年之久？

杭州自古因水而兴。清丽婉约的西湖、脉动
千年的大运河、奔腾的钱江潮流淌着杭州数千年
发展的荣光，也深刻影响着杭州城市格局。

三面云山一面城，是对杭州老城的传统说
法。三面云山围住了西湖，一面城却因大运
河和钱塘江这个杭城发展轴的拉扯，成了长
条状。

一座拱宸桥，半部杭州史。偏居杭州城北大
运河上的拱宸桥为何有这样的影响力？因为数
百年来，拱宸桥一带是杭州京杭运河南端的货物
集散地。连浙江第一条铁路——江墅铁路也因
它决定走向，从钱塘江畔的闸口，到拱宸桥，运送
往来客商、百姓之外，接驳转运当时并不联通的
钱塘江和大运河运来的货物，是催生江墅铁路诱
因之一。

小河油库、半山电厂、杭钢、杭玻、杭一棉、浙
江麻纺厂⋯⋯还有大量的粮库、钢材、建材仓库，
运河支汊发达的杭州城北，自解放后直到新世纪
初，曾一直是杭州的主要工业区。

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杭州城北已经从工
业区蜕变为商住区，工厂、仓储业已纷纷外迁。
面对区域发展的新态势，尤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经济形势下，如何给城市和地方经济注入新活
力，营造竞争新优势，为产业发展打造新方舟，这
或许是浙江和杭州历届党委政府接力推进二通
道建设的最大发展定力。

“在当前空、铁、公路体系日趋成熟的情况
下，水运正在成为物流升级的新方向。”中国大运
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杰认为，“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看重铁路、公路等基建，但近年来不少地方
把目光投注到水网体系，想要依靠立体交通网络

向枢纽进化。”
究其根本，水运的价格优势太大了。据测

算，在大宗货物运能方面，一条千吨级船舶相
当于 40 辆货车运量；而水运的成本仅为铁路
的 1/3、公路的 1/7。这节约的运输成本就是
竞争力。

为此近年来，全国各地群雄逐“水”——江西
修建赣粤运河、浙赣运河、湘赣运河，剑指中国水
运的中心枢纽；广西瞄准平陆运河发力，想以最
短距离打通入海口；湖南准备修建湘桂运河，意
图深化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

二通道开通前夕，杭州邀请了当地外贸企业
提前“打卡”运河二通道。“我们想借此探探口风，
发现企业都很积极。”杭州港务集团副总经理兼
下沙港公司董事长王勤说。按测算，下沙港开港
后，集装箱货船可通过海河联运的方式，经乍浦
港中转后抵达宁波舟山港，相比此前的公转水运
输模式，可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20%。

可别小看这 20%的物流成本变化带来的影
响。经验表明，以高等级航道为主体构建起的内
河水运网络，对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产业优化布
局能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地区的装备制造、电子
电器等产业集聚带都邻近大江大河。

而二通道北部紧邻当地经开区，南部紧邻临
平新城核心区、临平高铁站片区，并穿过下沙开
发区，未来或将依托新运河形成以产业制造和消
费促进、贸易服务互为支撑的产业圈。二通道开
通后，随着未来水上“大动脉”的畅通，或将推动
杭州发展出新的通过海河联运、江海联运等多式
联运体系连接全国乃至连接全球的通道，为城市
发展助力。

相比公路铁路有哪些优势？

耗时 34 年，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二通
道，今日终于顺利通航。至此，京杭大
运河在终点杭州成“人”字形和钱塘江
相连，除了运河市区段这一“撇”外，又
多了二通道这一“捺”。

相比于通江达海的美好未来，为杭
州运河老航道减减负，是二通道更直观
的现实意义。

今年 4 月，一则有关杭州运河中船
舶破损沉没的消息登上热搜，同时被摆
到台前的还有杭州运河老航道的“不堪
重负”：2020 年以来，杭州航区船舶过闸
量破亿吨，且逐年增长。作为唯一出口
的三堡船闸，年货运量达到了 6000 万
吨，几乎7倍于其设计通过能力。

“小马拉大车，还一刻不能停。三堡
船闸几乎是24小时过闸运行。”杭州市交
通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章舜
年说，类比江苏、山东等地，大多都只需
要8小时通行，就足够满足运力需求了。

24∶8 的背后，是航道等级和船闸通
过能力的全面差距。据章舜年估计，二
通道的开通，将让杭州内河运力提高
40%，“好好地松一口气”。

二通道更大的“减负”价值，则不在
水上。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研究员秦诗立
看来，沿线企业，也是二通道的直接受
益者，可以降低企业成本负担。

如果仔细研究过二通道的走向，就会
发现，它不仅横穿临平、钱塘，与杭州的城
东智造大走廊、临空经济带高度重合，且
同时接壤绍兴、嘉兴的制造业新区，几乎
串联了浙江近60%以上的制造业版图。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享受不到水路运
输带来的实惠，也就难以形成产业集聚的态

势。“浙江的制造业依赖水运的，多是高端装
备制造、电子设备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货运
量越大，意味着周边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的
速度越快。但这需要大型且成熟的作业区
支持。”秦诗立认为，对于企业来说，航道拥挤
带来的困难，不如作业区远来得难。

二通道的出现，将可能改变这一
切。秦诗立看好二通道的未来：“整个
环杭州湾港区的产业结构或将迎来新
的聚变，而新航道所在地的杭州，其地
理优势也将得到重塑。”

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杰
认为，从横向对比上看，欧洲、北美、东亚
之所以成为世界工业最发达地区，除了
与其庞大的经济体量有关外，更是与发
达的内河航运有直接的关系。

以德国的莱茵河为例，其全长只有
1320 公里，大致与松花江相当，只有长
江的 1/6。但它的航道全线能让 1350 吨
的机动驳船畅行无阻，同时与多瑙河、
罗讷河等水系连接，年均货运量达到 3
亿吨，排名世界第五。

反观中国，尽管水运的基础设施总体规模
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但对比国际上的“黄
金航道”，依然短板明显：北方河流干涸，南方
众多河流淤塞，大多航道自然通航能力差，目
前我国可通行千吨级以上船舶的航道只有1
万公里，占比不到8%，只相当于美国的15.2%。

因此，从目前中国国情角度来看，发展
内河航运，降低大
宗货物运输成本，
将是未来决定我国
制造业竞争力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

（本 报 记 者 张 彧
应陶 张帆 整理）

这一“捺”饱含减负的决心这一“捺”饱含减负的决心
专家观点

千年古运河再发新枝——7 月 18 日，沟通钱塘江的京
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通航仪式在杭州下沙八堡船闸举行。
这是浙江省建设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示范省的最新成果。
今后，千吨级船舶可满载货物从北方直达杭州并进入钱塘
江，浙北、浙东及浙中西部的航道贯通成500吨级及以上高
等级内河水运网，为奔涌千年的黄金水道注入新活力。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运河，
是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四纵四横
两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唯一纵贯我国南北的内河水运
主通道。作为国家综合交通立体网规划蓝图中内河航道发
展的主骨架，在未来，还将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此前，大运河目前通航的山东济宁到杭州段，大都达到了通
行千吨级船的三级航道水平，只有杭州市区段和钱塘江相连的
三堡船闸标准只是五级航道，通三百吨级船。即使在管理方精
心调度管控下，也只能有条件通五百吨级船，且经常拥堵，连接
浙东、浙中西部和浙北航道网的三堡船闸运量常年高于设计通
过能力6倍，不堪重负，已成浙江航道网发展的瓶颈。

既然发展所需、民心所向，为何二通道足足等了 34
年？这条众望所归的“黄金水道”，究竟会给杭州乃至浙江
带来什么？ 京杭运河杭州段

八堡船闸

桐乡市

海宁市

钱塘区

三堡船闸

二通道项目投资近 170 亿元，但在
航道开通后，按照目前三堡船闸免费通
行的政策，经营收入几乎为零。“浙江之
所以不计成本去做这件事，算的是一笔
通江达海的大账。”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
副主任丁武雄说。

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幅地图，二通
道被标注为显眼的红色，丁武雄告诉笔
者，别小看这26.4公里，它打通了浙江水
运格局的任督二脉——

往北，进一步拓展浙江与上海、江苏、
山东的水运联系；往东经杭甬运河，直通宁
波舟山港，可实现河海联运；往西，通过钱
塘江中上游航道直达金华、衢州，未来还可
进入江西境内，与正在规划中的浙赣粤运
河相连，进而深入长江经济带的腹地。

这样的预判，并不是无的放矢。在二
通道开通前，运河杭州市区段仅能承载
500吨级的内河船舶，千吨级船舶从山东
驶至江浙交界后便无法再南下。杭州的
船舶只能通过上海，连通长江经济带的东
部末梢。而二通道开通后，其整体航道将
达到三级标准、能通航千吨级船，无论是
向北扩容，还是向西与鄱阳湖、赣江、长江
贯通，都将不再“削足适履”。

为何浙江对于水运西进和北上连接
长江，如此执着？

业内人士认为，沿长江流域形成的长
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
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
大多集聚于此，这类工业产品及原料大多
依赖于水路运输。二通道打通了限制浙江
内河船大型化发展的桎梏，不仅可以为浙
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导入优质要素，
进而还能通过多式联运，将优势产业链延
展至长江腹地，形成战略性的经济走廊。

在黄杰看来，浙江的水运发达，位居全
国前三，但相比海运，内河航运是相对的短
板，所以二通道的意义不在一城一地：“我

们不能将二通道简单地视为一条河，站在
更高的视域上看，它是让长三角城市群和
长江经济带的联系再进一步的关键。”

牵头投资建设二通道的杭州市交投
集团显然早看到了这些，在二通道关键
点八堡船闸附近的下沙，同步配套投用
9 个千吨级作业泊位，欲通过内河航道
网直接辐射整个环杭州湾港区。

位于临平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主
攻深冷设备的制造业企业，物流是生命线，
其产品体积一旦超过道路限高限宽的要
求，就寸步难行。“原来京杭运河和杭申线
虽然经过临平，但附近没有大型的作业区，
我们的货上不了船。需要靠货车运到35
公里外的湖州码头，再上船，运输成本还是
高。”福斯达物流组长张明说。

“从临平到下沙港可比去嘉兴、湖州
的作业区近多了，今后我们的产品可以沿
河而出，甚至向东出海，订单量还能再往
上走。”张明对二通道的启用充满期待。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
所副所长、首席研究员秦诗立同样看好二通
道的未来，随着二通道这个浙江水运网络任
督二脉的打通，“整个环杭州湾港区的产业
结构或将迎来新的聚变，而新航道所在地的
杭州，其地理优势也将得到重塑。”

当然，所有进步不是一蹴而就、一劳
永逸的。二通道虽然开通了，但浙江内
河网还有不少节点、技术难点需要攻克，
比如二通道通过杭甬运河连接宁波舟山
港目前只能连到宁波市区、镇海港区，且
因当地船闸通过能力低，只能有条件放
行500吨级内河船。钱塘江中上游航道
状况目前也只满足 500 吨级船到衢州，
二通道1000吨级船的通过能力，在钱塘
江流域暂时还发挥不出太大的优势。

通江达海的格局已然打开，畅行八
方还需岁月沉淀。

为什么对连接长江如此执着为什么对连接长江如此执着？？

临平区

拱墅区

上城区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示意图 浙报制图：戚建卫

二通道新开挖航道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开通后，千吨级船舶可以从山东南下
直达杭州，通过八堡船闸进入钱塘江。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7月18日，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正式通航。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
拍友 郑祖林 摄

杭申线
塘栖

博陆

二通道陆上
开挖段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