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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嘉陵江随着航道渠化工程的竣工，通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嘉陵江全线通航对构筑西北 - 西南水运物

流通道体系，夯实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基础，畅通内循环，推动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嘉陵江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嘉陵江因分属于川渝两地管理的多级航电枢纽调度协调难题，嘉陵道一直未能实现全线畅通，

水运优势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建立嘉陵江通航管理制度，加快推动嘉陵江全线通航，刻不容缓。本文审视

嘉陵江全线通航的重大战略意义，梳理嘉陵江通航具备的实现条件，通过对比湘江通航来梳理嘉陵江全线通航面临

的关键障碍，提出川渝共建嘉陵江通航管理制度，推动嘉陵江全线通航的对策建议。

联通大西北 畅通内循环
加快推动嘉陵江全线通航的建议

刘名武，李红镝

2020 年 9 月，嘉陵江首次开行广元至重庆集装箱

班轮，嘉陵江航运进入新时代。广元港与重庆港之间，

上水航行时间缩短至 10 天，下水 7 至 8 天，每吨货物

的综合运价至少比公路低 80 元、比铁路低 20 元。嘉陵

江的全线贯通，重启西南 - 西北阻断 30 年的水运通道，

为西部地区大宗物资运输组织提供更优化的方案，促进

物流降本增效，重新对于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深度合作，

夯实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基础，促进广大西北内陆纵

深地区的对外交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建立嘉陵江通

航管理制度，推动嘉陵江全线通航，成为制约川渝水运

发展的急迫问题。

1 嘉陵江全线通航的重大意义
1.1 重启西北西南水运通道，构建了流通新体系

嘉陵江是川渝联动甘陕、西南对接西北的重要物

流通道，嘉陵江的通航重启了联通西北西南的水运通道，

建立起西部南北物资流通新体系。以大宗货物从兰州至

上海出海运输为例（表 1 对比了现有方案与新方案），

通过嘉陵江水运方案的成本优势显著。经估算，与陇海

铁路运输相比，通过嘉陵江转运的每吨货物运费可节约

40 元以上，比兰渝铁路便宜约 13 元。

1.2 畅通国内大循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嘉陵江联通了川渝地区部分中心城市、产业园区以

及矿产资源富集区，每年 4000 万吨的大宗物资运能与

流域城市建设的原材料需求，一进一出建立起一个区域

循环体系，构建起全新的流通体系，对畅通国内大循环，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3 优化运输组织模式，加速推动物流降本增效

嘉陵江的全线贯通与沿江路网共同构建起立体交

通走廊，通过多式联运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了综合

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川东北及甘陕地区长途大

宗物资运输提供更优化的方案。

1.4 带动流域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

嘉陵江的全线通航以水运港口发展为纽带，开展投

资贸易及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形成共同繁荣、共同发

展的经济流域，带动广元、南充、重庆等流域城市的发

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和

战略意义。

2 嘉陵江全线通航具备的现实条件
2.1 嘉陵江渠化工程竣工，通航能力显著提升

2001 年，嘉陵江正式启动全江渠化工程，规划建

表 1 兰州—上海大宗物资出海方案及成本对比

方案 路径
运输
方式

运输距离
（公里）

运输价格
（元 / 吨公里）

运输
成本

( 元 / 吨）

方案 1
嘉陵江

（兰州—广元—重庆—上
海）

铁—水—水
联运

铁路：490
嘉陵江水路：680
长江水路：2330

兰渝铁路：0.184
嘉陵江水运：0.07
长江水运：0.03

207.66

方案 2
陇海铁路

（兰州—连云港—上海）
铁—水
联运

铁路：1750
黄海水路：300

国铁Ⅰ级：0.145
海运：0.005

255.25

方案 3
兰渝铁路

（兰州—重庆—上海）
铁—水
联运

铁路：820
长江水路：2330

兰渝铁路：0.184
长江水运：0.03

2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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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6 级梯级航电枢纽。经全江渠化，原来滩多水急的

嘉陵江变成一条高等级航道，1000 吨级船队从广元可

直达上海，广元到重庆航道里程也缩短了 56.2 公里，

上水运输时间缩短 40 小时，下水缩短 8 小时，嘉陵江

通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2.2 嘉陵江港口条件优越，功能布局愈发完善

嘉陵江沿线港口众多，如广元港、南充港、重庆港

等。重庆港作为嘉陵江与长江联结的重要枢纽港，其港

口条件、功能布局的优越性凸显。此外，广元港和南充

港也都是综合性港口，港口条件、功能布局都具有一定

优势。

2.3 嘉陵江货源充足，水运需求亟待开发

嘉陵江沿线适水货物量已达 3000 万吨，待沿江产

业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达到 5000 万吨。而嘉

陵江全江年通过能力约为 4000 万吨，流域内货源充足，

水运需求较大。

2.4 嘉陵江水运优势明显，物流降本增效显著

据测算，广元至重庆的公路运输成本约为 0.49 元

/ 吨公里，铁路也在 0.23 元 / 吨公里左右，而嘉陵江水

路运输的成本仅为 0.08 元 / 吨公里，是铁路运输价格的

46%、公路的 23%。通过嘉陵江水路进行运输，将大大

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3 嘉陵江全线通航面临的关键障碍
3.1 嘉陵江通航建筑物管理不规范，水路运输效率难以

提高

当前嘉陵江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存在诸多不规范

的问题，阻碍了嘉陵江水路运输效率的提高。同样作为

长江重要支流，在湘江上 9 级通航建筑物却实现了步调

一致，由湖南省水运海事管理局负责，规范全江通航建

筑物管理，极大地提高了湘江的通航效率。

3.2 嘉陵江通航管理主体不明确，运营结构问题有待解

决

嘉陵江广元至重庆段的 16 级梯级航电枢纽的权属

十分复杂，通航建筑物的业主分属水利、水电、交通、

市政、国资等多部门，因此嘉陵江的管理主体不明确成

为了制约通航的重要问题。反观湘江，为了统一管理主

体，成立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重大水上交

通基础设施的融资、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

3.3 嘉陵江通航流域发展不协调，川渝合作推进缓慢

嘉陵江流域的城市区县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方面

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川东北和渝南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对

落后，难以实现协调发展，川渝合作推动嘉陵江通航进

程缓慢。相比之下，湘江的通航在长株潭形成一条滨水

风光带，实现了“畅通一条航道，改善一片环境，带动

一域发展，造福一方百姓”的目标。

3.4 嘉陵江通航调度体制不完善，水运物流发展面临壁

垒

由于运行管理跨地区、主体多，嘉陵江的统一通航

调度体制尚未建立，船舶过闸手续繁琐，水路运输效率

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水运低成本的优势，遏制了水

运物流的发展。而早在 2016 年底，湘江就已经采取一

站式智能报关通闸，实现全线信息共享与合理统一调度，

对推动水运物流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4 川渝共同推动嘉陵江通航的建议
4.1 推动川渝共同发布嘉陵江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及发展规划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是保障通航建筑物高效

运行和船舶安全通行的有效手段。嘉陵江通航的持续与

高效需要川渝地区共同发布嘉陵江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

办法，让嘉陵江通航有规可循。此外，还需川渝地区对

接交通强国战略，启动嘉陵江水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

制，为嘉陵江的发展指明方向和目标。

4.2 推动川渝共同组建嘉陵江通航管理委员会

为增加嘉陵江统一调度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川渝地

区应共同组建嘉陵江通航管理委员会，作为通航业务的

专门机构，负责嘉陵江通航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的运行、

维护、管理工作，以“服务嘉陵江沿线、确保航运畅通”

为己任，为嘉陵江通航的长期发展保驾护航。

4.3 推动川渝共同开发嘉陵江水运市场

嘉陵江全线 682.8 公里，年通过能力约为 4000 万吨，

以水成本 0.08 元 / 吨公里估计，嘉陵江每年形成 20 亿

元的水运市场。为充分发挥其对沿线经济的推动作用，

川渝应共同开发嘉陵江水运市场，为成渝双城建设提供

强力支撑。

4.4 推动川渝共同建立嘉陵江航电生态保障体系

嘉陵江的生态问题不仅关系着嘉陵江流域，还影响

着长江的生态平衡。在对嘉陵江的开发利用中，川渝应

共同建立嘉陵江航电生态发展体系，梳理嘉陵江流域生

态保护需要解决的问题，把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

好，将嘉陵江航道建设成为生态示范航道。

（第一作者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

者系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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