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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京

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被批准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

32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第46处世界遗

产。自此，沿线各省市将大运河再开

发的讨论提上议事日程，这些讨论大

多数都集中在：是否疏通复灌大运河

和贯通传统水上航线，如何处理大运

河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基于此，本文就大运河灌的可行性及

其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进行探讨。

大运河水环境概况
大运河全长1764公里，是世界

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有1000多年的

历史，曾经是中国运输的大动脉，连

通了自北向南的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然而随着沿

线城市人口急速扩张、工业化快速推

进及农业发展，大运河出现了环境污

染、水源不继、开发过度等严重问

题。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

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存在着消

亡的危险。

大运河自济宁以北已经基本断

流，济宁以南尽管还承担着运输的

功能，但水体污染严重，很多区域

水质都是Ⅳ类水，甚至Ⅴ类水或劣Ⅴ

类水。根据2013年浙江省环保局的环

境公报，在大运河浙江段运河水质以

Ⅴ类水和劣Ⅴ类水为主，主要污染指

标是氨氮，其中既有工业排放问题，

也有生活污水的原因。在大运河江苏

境内，苏州段水质相对较差，基本在

Ⅳ类和Ⅴ类水之间波动；同时，苏州

与大运河相连的主要湖泊水的首要污

染物为总氮，水污染以富营养化为特

征。之后向北到了扬州段、镇江段及

徐州段后水质转好。大运河扬州段水

质较好，基本是Ⅲ类水，但运河扬州

市区段水质类别为重度污染，Ⅲ类水

仅占42.9%；镇江长江外江段及内江

段水质类别保持在Ⅱ类，总体水质为

优，市区的古运河总体水质为良好；

徐州段水质优于或达到Ⅲ类水标准。

进入山东济宁段后，由于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水质整体比较差。不过近年来

随着山东省政府在治理水资源污染方

面的努力，山东境内水质持续转好，

包括大运河在内的重点河流化学需氧

量和氨氮平均浓度都有显著改善。之

后大运河向北基本断流，过了河北

进入天津,天津整体的河流水质普遍

较差，全市主要监测的全长1360公

里的25条河流中Ⅳ类、Ⅴ类河长占

25.1%；劣Ⅴ类河长占57.5%，主要污

染因子为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

综合沿线各地近期的环境公报

来看，大运河浙江、江苏、天津段水

污染以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为主，山

东段水污染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这

也符合大运河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特

征。除此之外，由于大运河与五大水

系相连通，五大水系的污染势必导致

大运河的污染，而由于人工开凿的运

河流速慢于自然河流，对源头水系水

质的要求更高。

大运河复灌的效益分析
对于大运河复灌的争议主要集中

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上，这也是

南水北调工程中普遍存在的争议——

大运河现有河道又是南水北调工程中

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一直有山东农业面源污染导致南水北

调工程延迟的说法，近期又有媒体称

南水北调工程的水到了天津就已经由

于污染问题而无法利用。事实上，近

年来无论是大运河还是南水北调的东

线工程，与之联通的水系如淮河、太

湖以及山东境内各河流经过多年治理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水质已经得

到显著改善。特别是淮河，自1992

年以来经过20余年的治理,水质改善

成效较为显著。根据2014年9月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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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年，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申遗成功，其再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被广泛讨论。对此，
文章分析指出对大运河进行复灌可以解决其长期以来的水体污染及断流问题；同时，通过地表水补注地下水，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困境；疏通复灌后的大运河除了供水和生态环境效益以外，还可以带来沿线城市文化和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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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管理局公告的《淮河流域41条跨

省河流45个省界断面水质综合评价结

果》：水质较好满足Ⅲ类水的断面21

个，占46.6%；水质一般达到Ⅳ类水

断面10个，占22.2%；水质受到污染

的Ⅴ类水断面2个，占4.4%；水质受

到严重污染的劣Ⅴ类水断面12个，占

26.7%。由此可以看出，只要制度和

措施落实到位，大运河水污染是可以

解决的，大运河复灌具有可行性。因

此，不能因噎废食无视大运河复灌将

带来的环境和经济等效益，错失大运

河复灌的良好时机。

从大运河复灌的效益角度来看主

要有三方面：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

益和文化效益。

生态环境效益

在历史上，大运河的修建除了

水上航运功能之外，还兼顾供水、灌

溉、排涝、防洪等作用。北方长期干

旱缺水，大运河的建成本身就具有

缓解北方沿线区域缺水的功能。目前

山东济宁以北段基本断流，有的河道

已经填满垃圾，有的已经变成农田，

有的河道长满荒草完全废弃。中运河

（台儿庄—淮阴）和南运河（天津—

临清）虽然还有水，但也时刻面临断

流的威胁。

传统粮食产区的江浙两省农业

日渐萎缩，长期干旱缺水的华北地区

以及山东农业发展却异常迅猛。同时

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造成水源极度紧

张，地下水超采严重，华北已经形成

了世界最大的漏斗区。2010年华北地

区地下水超采已经达到1200亿立方

米，污染也很严重。引起地下水污

染的主要是农业所施的农药化肥、

工业废水、废渣、生活垃圾以及污水

灌溉。

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大运河的

复灌，能够营造、修复湿地环境，保

护生物多样性及缓释水源污染等。大

运河联通的五大水系在大运河沿线长

期存在着多种湖泊湿地，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开发和人口聚

集产生的大量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

源污染、围垦湖泊及过度用水导致大

运河沿线湖泊湿地快速退化消失，湿

地面积大减并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

急剧下降。大运河自建成后，曾经在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连通华东、华

北多种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随着时

间的推移，大运河汇聚了南北不同生

态系统之间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逐渐形成具有一定适应性的稳定、

复杂而影响广泛的生态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拥有了自身的生态调节能力。

如果未来大运河的复灌成功，这种独

特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调节能力将会得

到修复，对流域内湿地的保护和发展

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大运河的

贯通也会将水质较好的地表水带入地

下，缓解地下水长期的污染问题；并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华北地区地下水超

采的问题。同时作为南水北调工程东

线的一部分，大运河在未来可以获得

更多的水源，尽可能多地实现沿线城

市的地下水补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这些城市的用水紧张。

经济效益

中国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高速

的工业化发展后，由于环境、资源及

人口等各项红利的快速消失，收入分

配严重失衡，经济发展进入瓶颈，过

去高速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逐渐显露，

经济转型期到来。以大运河沿线重要

节点城市天津为例，得益于全球化背

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装备工业、重化

工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天津在2013年

GDP总值达到14370.16亿元人民币，

以101688.85元（约折合16419.44美

元）的人均GDP超越北京、上海位居

全国首位；而天津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却只有32658元，全国排名第36

位，与其人均GDP全国第一的背景有

着不相匹配的尴尬。同时，尽管近年

来天津加大了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

但天津的环境污染问题依旧比较严

重。海河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

河道水质甚至达到劣Ⅴ类；大气污染

问题也比较严重，雾霾频发。究其原

因不外乎是外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后

果：靠投资、大项目、大型企业推动

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追求高额的资

本回报率，势必会压制人力资本的回

报率，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最大程

度地惠及当地居民，同时生态环境资

源却被严重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

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大运河沿岸城

市应尽快发展内生型的经济发展模

式，认真思考后工业化时期内生型产

业结构转型及当地居民的综合福祉问

题。内生的、环境友好的、不易枯竭

的、可持续的文化红利将代替人口和

环境红利，成为未来大运河沿线城市

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同时这也会对弥

平长期以来快速发展造成的城乡、城

市收入差距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

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各阶

层的“共富”。   

文化效益

大运河的重新贯通在文化发展

方面也会带来直接效益。历史上，大

运河的贯通繁荣了南北运河沿线四省

两市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然而，

大运河的建成不只是起到了漕运的作

用，也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当年

的徽班进京，昆曲进京都是经过大运

河传递，而沿线的城市也因此分享了

文化传播的果实。天津临清是当时徽

班进京前的重要演出场所，临清码头

也是徽班进京前的重要停留驿站，同

时也是徽商的聚集地。扬州则成了昆



观察64

曲的第二故乡。这种南北文化的交流

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当代，更高效便捷的现代化交

通方式基本取代了水运这一古老的运

输方式，但重新贯通大运河带来的文

化效益却不会因为运输方式的改变而

减弱，现代的文化传播也将赋予大运

河新的文化价值。拥有丰富传统文化

资源的大运河沿线城市在大运河重新

贯通后，借势世界文化遗产，大力进

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经济开发，

在保护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

有序理性开发，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

经济效益，还能够以市场化的手段拯

救部分濒临消失的非物质和物质文化

遗产，做到保护和发展兼顾，构建起

大运河多层次的文化产业结构，形成

核心文化产业带并向周边省市辐射。

大运河复灌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

应对措施
环境影响

大运河复灌后如果没有完善的监

管体系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主要有

以下三方面：

第一，如果保护治理不利，不

同水系的交换流动将已污染的水体连

通，会造成二次污染，可能会扩大污

染范围。同时，在水量调出区的下游

及河口地区，进水量的减少也会引起

河口海水倒灌，破坏下游及河口的生

态环境，影响区域水质。

第二，沿线工业和农业的污染

物排放和用水如得不到有效控制，水

体极易污染，水量也会很快被消耗殆

尽。城市点源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一

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负

外部性问题。特别是面源污染在近些

年来愈演愈烈，已经成为水体污染的

主要来源，而大水漫灌式的耕作方式

也快速消耗着已不多的水源。

第三，来自异地物种入侵的危

险，包括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等，如

钉螺（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可能会从

南方带入北方。当前中国在防治水

生生物物种入侵方面还存在着立法滞

后、管理混乱、缺乏有效评估体系、

及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这些都有可

能会导致异地物种入侵，破坏当地生

态系统。

因此，大运河复灌的前提是要有

完善的环境保护机制和政策。

应对措施

建立跨境水资源管理部门，与

五大水系的流域管理机构共同合作

防治水污染。一是严格治理工业点

源污染，加大排污总量控制力度，强

化“谁污染，谁治理”和排污权交易

的市场化管理机制；同时，采取市场

化机制对大运河水价进行定价等措施

来严控大运河沿线取水量。二是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一

直是大运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难点，

其沿线的山东段和河北段又是农业大

省，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治理难度极

高。治理大运河流域的面源污染要坚

持源头治理，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

确定合理的施肥结构和化学农药的用

药结构，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量，

推进现代化无公害的农田耕作方式和

田间管理技术。三是在运河沿线新建

和复建湿地，增强水体修复功能。

解决流域水污染问题的根本是

有完善的制度和顺畅的体制。健全管

理制度，协调运行机制，将市场对资

源的调节机制与政府管理机制有机

结合，才能长效防治大运河流域水污

染。在这里，要充分发挥民众和舆论

监督作用，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监督各

项政策和管理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

民众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能够进行

最有效率的权衡，也是直接利益关联

者。因此，民众的监督也是最有效、

最直接的手段。

小结
大运河在经历长期的水体污染

和多段断流的情况下，可通过疏通和

复灌缓解水体污染及断流问题，同时

还能够缓解华北干旱缺水地区地下

水超采的困境。在能够有效地执行流

域水资源治理机制的前提下，大运河

复灌和复航是可行的，有较好的生态

环境、经济和文化效益。但需要重视

的是，在大运河复灌和开发过程中不

能仅考虑短期利益，还要充分考虑长

远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发

展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在在大运河的

再开发过程中，保护好生态环境和资

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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