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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视角下中国大运河经济的新发展
——基于苏伊士运河的堵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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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大运河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枢纽，连接了沿线各城市的交流和运输，以水运航道推动我国现代经济

建设和对外文化输出。基于运河资源发展起来的航运产业、文旅产业等都是运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巨大的发展

潜力。但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的变幻起伏，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变得举步维艰。今年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堵塞引发热议，

人们转而对焦于我国大运河发展的困境，规划中国大运河未来发展的新格局。本文通过共生理论，以苏伊士运河堵塞问

题为切入点，阐释运河与经济发展共生的新条件，提出我国大运河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优化大运河资源的开发，防范航

运危机，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文经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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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航运经济的历史由来已久，公元前 400 年的

京杭大运河算是我国航运的开端 [1]。航运有其独有的优

势，譬如低廉的运费、庞大的货运数量和四通八达的航

道。因此，便宜快捷的商品航运方式，在人们心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止在古代，如今航运仍是现代化运

输综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承担着连接内陆、沿海城

市和海外地区的运输责任。航运相比于其他运输方式，

有较为突出的成本优势 , 更利于区域经济的高效发展。

据报道，2021 年 3 月 23 日，“天赐号”巨型货轮

堵塞苏伊士运河造成了不可估计的经济损失。同年 4 月

6 日意大利邮轮因引擎故障使其再次停航，欧洲航线持

续受损，造成运输压力，这引发了大家的热切关注和讨

论 [2]。众所周知，苏伊士运河是亚非之间的黄金水道。

数据显示在全球海运物流中，约 15% 的货船要经过苏

伊士运河。据不完全估算，苏伊士运河堵塞令全球贸易

每周至少损失 60 亿美元至 100 亿美元 [3]。仅仅一艘货

船的堵塞就引发了巨大的经济变动，可见航道与经济是

共存相依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更倾向于利用火车、汽车、

航空等运输方式，航运经济已从龙头跌落，我们需要加

快步伐寻找运河经济的新出路，而苏伊士运河堵塞问题

正是给我国大运河发展提供新视角的好契机。鉴于此，

本文在共生理论指导下，探讨运河资源的开发利用，为

解决当代航运发展的困境，并推动中国大运河经济新发

展提供参考。

2 共生视角下的大运河经济

2.1 共生理论下大运河资源的开发和发展

共生是指通过某种机制的运作，不同属性的各单元

或连接或抑制，最终达成连续性共存发展的状态。袁纯

清 [4] 指出共生理论中包含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

境三大基本要素，共生单元是其中生产与交换能量的基

本单位，其能量传输和转换的媒介称为共生界面。共生

模式是共生单元相互融合的方式，共生环境是除去共生

单元，给予共生模式发挥作用的外在条件。共生理论虽

源于生物学，但早已应用到社会学、建筑学等多个领域。

在此理论框架下，航运经济、大运河经济和文旅产业是

三个独立的共生单元，同时大运河资源不仅是产生能量

的共生单元，也是信息传输、文化交流等种种功能的媒

介。

2.2 航运经济的发展

航运产业是航运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包括

内河航运和海洋航运。作为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 , 内

河航运连接了国内的内陆腹地与沿海地区。内河航运的

建设是依靠河流进行修建，因而在其运输的过程中，对

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所以航运发展有利于建设节

约型经济，促进社会环境的友好发展 [5]。海洋航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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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设海洋强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尤其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全球

的时候，世界各国对航运发展的要求更加重视。积极通

过航运扩大国家间合作，促进航运及自身旅游产业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据统计，航运经济的规模效率近几年呈

现下降趋势，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地位不断下降，需要对

其产业进行结构优化，以适应我国蓬勃发展的现代化经

济建设。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最大的运河，也是中国南北水

运的大动脉和航运经济运营的枢纽。它担负着长三角地

区大宗物资的转运重任及北煤南运的战略任务，对长三

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用重大。沿线穿过多个城市，

以京杭运河江苏段来看，有 8 个城市。据此纽带，地域

间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了特有的运河经济带。水运以低

廉的运价适应于大批量的物资运输 , 即使在总体经济中

占比下降，但在立体化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中仍占有

一席之位。以扬州为例，政府为运河经济的发展利用构

建了强大的共生环境。据《中国水运报》资料表明 : 未

来五年，扬州将实现水运方面的重大突破 , 重金投资 23

亿元，与前五年相比增长 328%，旨在构建“江河联动、

优势互补”的区域港口群，完善“一港三区”的功能布

局 [6]。同时，大运河强大的抗洪排涝能力，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农业在自然灾害中所受的影响。充分利用运河资

源，发挥水运优势，对运河沿岸城市的经济发展十分重

要。

2.3 文旅产业的发展

王云 [7] 指出运河沿岸的城市推动了大运河文化的

形成和发展。邗沟文化、水利文化、漕运文化等诸多物

质文化遗产由其孕育而生，与水密切相关的寺庙遗迹、

水工遗存及运河故道广泛分布。大运河作为文化交流的

传输者，也带来了异域文化，传播了天主教思想。发达

的商业贸易让集聚的商人建立了商业活动会馆，这给予

了流动性文化传播的空间 [8]。如今，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的建立，世界运河城市论坛的召开等一系列运河相

关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既刺激了大运河的文

旅产业，也完善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了各国运河

文化间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交流。

运河资源也带动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大运河沿线

城市旅游产业的规模和质量都居于全国前列，产业雄厚

的基础更有利于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以江苏省为例，

2019 年，沿线旅游人数超过 40 亿人次 , 旅游总收入超

过 5 万亿元。游客满意度综合指数也稳定保持在“满意

水平”。2020 年虽受疫情影响，但随着情势的缓和，

游客消费金额和消费笔数都呈现增长趋势 [9]。潘宝明 [10]

指出运河旅游资源需要整合性开发，从发展基础、优势

及政策各方面入手，打造特色化的润扬旅游区，从而在

众多旅游区中脱颖而出。邹新梅 [11] 通过分析航运产业

的发展趋势，标明扩大国家间合作可以促进航运及其旅

游产业的发展。可见，未来大运河文化和旅游市场潜力

无穷。

综上，可得到共生理论下的中国大运河经济发展

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大运河发展格局

3 对扬州运河治理的启示

3.1 共生单元——优化产业结构，完善运河经济

航运经济可以促进城市运河经济带的打造，但当

前其潜力内涵挖掘不足。扬州一向以旅游经济闻名，但

此次疫情期间，旅游业受到重创，这表明我们必须加快

优化其他产业链，强化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一，建立系

统化的信息检测系统，实时计算运河航道和来往船只的

数据。苏伊士运河连续的堵塞问题说明了通航条件的重

要性，与来往船只共享数据能增强通航能力。第二，对

航道堵塞做好预警防备工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降低

损耗。第三，借助运河资源发展优势产业，促进区域间

合作，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加大技术

型产业的生产，联通国际市场。《文旅消费白皮书》指

出，2019-2020 年“夜经济”这一关键词成为位居第二

位的江苏省报道词汇。巧用资源优势，将夜游大运河打

造成旅游新亮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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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共生界面——利用新兴传媒，建立文创品牌

如今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广泛性和大众化，传播

速度快捷迅速，文旅产业可充分借助新媒体扩大宣传。

扬州“世界运河之都”的称号相较于其它名片来说，并

没有其突出的知名度。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诸如微博、

小红书、抖音等等，扩大宣传力度。不再着力于传统自

然景观，而更应该同人文知识相结合，配以现代科技，

打造文创项目，发展衍生产品，将运河旅游品牌化，增

强游客身临其境的参与感。以扬州新建成的大运河博物

馆来看，网络媒体及社交达人对全息互动投影，数字化

技术及裸眼 5D 等场景进行重点介绍，打通大运河和文

旅产业的共生界面，使运河这张城市名片有了新的热度，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成为新晋网红旅游景点。

3.3 共生环境——主导政府政策，营造活跃氛围

政府要发挥市场配置中的领导作用，大力支持水运

产业，发布新型航运船只型号的文件，尤其对大型船只

的货物载量、油耗量、吃水深度等进行严格要求。同时

加大资金的投入，积极引入新型科学技术实现航运的标

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此外，省政府办公厅已经印发了《关

于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以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为牵引，提升了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因此，需要

出台更多文旅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旅游市场，培

养跨学科专业性人才，营造正向积极的共生环境。

4 总结

大运河在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

的，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跨产业融合式发展是中国

大运河新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今的疫情减缓了各国人际

往来，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在此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国家

形象的名片，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大

运河正是一个可贵的交流载体。本文在共生理论的框架

下，摸索性地找出运河发展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

方案，挖掘各共生单元的内在潜力，通过共生界面和共

生环境，逐步构建出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加快交流和

产出输出，构建经济文化一体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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