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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陆运河经济带现代运河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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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位于海陆河交界处的河口城市凭借 其区位优势及物流业的产业带动效应得以快速发

展，这为广西平陆运 河经济带建设带来新的机遇。通过借鉴国内外河-海相连型运河的产 业发展经验，提出平

陆运河经济带现代运河产业体系具体产业构成以 及发展模式并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其内在要素传导机制，预

测 2022 —2035 年在有无运河影响下的三次产业产值走势。模拟现代产业体 系方案和传统产业体系方案下沿线

地区 GDP 的变化情况。提出以运 河运输带动沿河地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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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平陆运河沿线产业现实基础

目前，关于平陆运河的研究，王桃（2023）综合考

虑转移和诱增需求，构建一套针对从无到有的内河水运

新通道货运量预测方法体系，对平陆运河未来的货运需

求进行分析；刘晓玲（2023）认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将优

化西南部地区出海货运方式，提高西南部地区南向通道

出海货运量比重，提升环北部湾港口群综合竞争力；李

世泽(2023)通过分析沿线经济带适合发展的产业，就沿

线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对于广西平陆运河经济的研究大多偏向定性分析，

但是，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研究现代运河产业体系内部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定量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研究广

西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现代运河产业体系意义十分重

大。然而，由于平陆运河正在建设期，沿线也多为村镇，

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存在着产业组织方式较为原始、

产业升级动能较弱、沿线经济外向度低、科技创新投入

不足等问题。因此，研究沿河现代产业体系的构成和发

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1.2 世界江海联通型沿河产业构成经验及背后逻

辑

英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河网络的规划，

其运河主干由四道主干运河构成，将英格兰境内的四大

天然河道连接在一起，勾连起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

伦敦这四方的港口，从而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促进

了港口城市的快速发展。工业中心城市曼彻斯特利用当

地运河、码头、工厂建筑以及棉花资源，雇佣当地便宜

劳动动力进行纺织业、矿业、制造业的生产，将港口发

展成世界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随后带动曼彻斯特发展

成为集金融、教育、旅游、商业、制造业为一体的经济

中心。巴拿马运河更是凭借其航运物流产业的带动作用，

进行商品集散中心建设，最终在运河沿线地区形成了集

制造业、物流、商贸等经济活动于一体的产业集群。两

海运河的河口城市在缺乏能源和矿产的条件下，基于在

食品加工、炼铝、造船业的产业基础，充分考虑邻国原

油开采、矿石和炼焦煤的资源禀赋，运河运营模式以中

转为主，在运河沿线发展原油运输、炼油、石化工业、

钢铁工业，最终形成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修造船

以及机械、食品的工业体系。得益于海外贸易和市场拓

展的还有基尔运河沿线城市，通过将纺织品出口欧洲和

殖民地市场，同时科研院所的建立也是当地经济的一大

特色：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德国经济学科中心图书馆、

基尔海洋研究所至今闻名世界。

可见，现代沿河产业体系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物

流业与三次产业的系统分工联系，一方面抓住运河建成

后成倍的运输需求，做好配套产业的布局和建设；另一

方面利用三次产业的发展促进运河建设投资，增加运河

运输吸引力和服务水平；由此提出构建由“服务运河的

产业、发展运河的产业、依托运河的产业”组成的现代

产业体系。将运输优势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促进三次

产业和运河运输的正反馈作用。

2平陆运河影响沿线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分析

2.1 运河建设推动产业需求转变

产业需求分为已有的需求和正在发生的需求。已有

的产业需求围绕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港、向海

产业集聚区、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等城市发展定位。

正在发生的产业需求包括平陆运河依托自身比较优势

吸引部分铁、公路通道带来的转移运量以及平陆运河对

其腹地经济发展、产业沿河布局带来的诱增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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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已经对腹地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电力、

钢铁、有色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等重工业产生需求；

近中期对煤炭、金属矿石、矿建材料、钢材、机械设备

及零部件、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制品、商品汽车、集

装箱、以及原木、铁皮、白砂糖、塑料制品、胶合板、

五金制品等工业原材料产业的需求增大。

2.2 运河加快生产要素融合

运河对交通的边际改善加快了要素融合的步伐，禀

赋升级效应显著。运河建设完善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减少了市场分割,西南、中南地区的高端产业要素加快

流向广西，东盟市场要素和内地市场要素充分交流，加

快实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挥市场禀赋升级、价值链

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维度实现协同。加强了构建跨

区域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要素聚集效应，为构建跨区域

沿河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重要保障。

2.3 运河促进产业发展动力融合

生产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并非易事，价值链攀升的

技术创新存在壁垒和门槛，因此，市场空间的扩大才十

分重要：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新能源

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主的重大技术进步是新一轮工业

革命的血脉，是新一轮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运河运输

网络的完善加快了技术融合的脚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线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出于对资源、市

场、成本方面的追求，会考虑选择平陆运河这个出海口

进行产品运输，运河沿线物流服务产业将与新产品融合

发展。随着运河运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新产品相关企

业选择入驻运河沿线，新产业和本地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新产业和新产品携带的高新技术在产业融合和产品融

合中加快了颠覆性技术的传播和扩散，新企业为了防止

技术外溢会促进技术转让、转移项目的进行，进一步实

现创新技术的跨区域融合。

2.4 沿运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思路

通过分析运河对产业体系的影响路径，提出现代产

业体系由服务运河的产业、发展运河的产业和依托运河

的产业构成。突出“现代化、融合性”的特点。一、二

产业融合发展，引导沿线加工企业对本地特色农产品进

行有特色的精深加工，同时将现代技术融入到产品的生

产体系中：引进农光互补、渔光互补、屋顶式分布式光

伏项目入驻运河。一、三产业融合就是加快农产品交易

聚集区的建设，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冷链物流发展，建设

粮食物流产业体系。以多业态复合为特色，因地制宜发

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二、三产业融合就

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促进对运河沿线产业

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供应链管理的投资，

为利用产业做好运输服务工作。

3平陆运河现代产业体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

拟

本文基于 J.W.弗雷斯特提出的系统动力学（Syste

mDynamics，SD）理论，借助 vensim软件，创建因果关

系图和系统流图，构建平陆运河沿线经济系统动力学模

型并进行仿真分析。分析运河建设和运营期间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产值走势。本文在时限设置上参考《平陆运河

经济带总体规划》中到 2035 年建成平陆运河经济带的

目标；将模型方针时限设置为 20年，即 2015-2035年，

步长为 1年。

3.1 关系流图

图 1 平陆运河物流经济系统因果关系图

在系统因果关系图的基础上，参考高康对经济与物

流的理解，构建平陆运河物流经济系统流图。系统流图

如图2所示

图 2 平陆运河物流经济系统流图

3.2 数据验证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相关性，本文采用货运量代

表物流需求，物流供给查阅自中国物流与采购网，参考

已有研究，利用 stata 进行回归分析和根据模型调试结

果的基础上，对常数函数进行取值。为了验证构造的模

型与现实系统的吻合程度，进而检验模型能否对实际系

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做出真实的反映，要对系统动力学

模型进行检验。本文运用历史检验法，将 2015-2021年

部分相关变量进行仿真模拟并将真实值与模拟值进行

比较。

表 3 变量实际值与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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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2015-202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物

流供给量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平均误差均在 5%之内，可

以看出模拟与系统的吻合度较高，能够较为准确的预测

未来的发展状况。

3.3 模拟结果

系统动力学仿真的目的是模拟系统变化的趋势，得

出的结果并不要求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它注重对预测

以后系统发展的借鉴作用。基础仿真：对规划期内广西

2022-203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物流供给量、物流需求

量的预测如表 4所示。

表 4 主要变量模拟结果

由表4可知，平陆运河沿线城市 GDP、物流需求、

物流供给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且物流需求的增长

速度大于物流供给，两者间的差距正在取向于逐渐缩小，

2035 年前后物流需求将大于物流供给。可见运河经济通

过提升沿线物流供需水平和物流供需的匹配度提升沿

线 GDP。

平陆运河冲击仿真：该模型可以通过调整模型中的

相关参数来考察参数变动对系统行为的影响，同时，参

数变动往往可以视为不同的政策调整方案。

图 3 无运河冲击下三次产业产值走势

图 4 平陆运河冲击下三次产业产值走势

对比两图可知，平陆运河对沿河地区经济的改善主

要通过提高三次产业产值和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方式。

从第一产业产值走向中分析：沿河地区农业基础深

厚，已经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的农牧渔产业集群：农业方

面包括灵山荔枝、茶叶、麻鸡、奶水牛等产业，浦北陈

皮产业集群；海洋渔业方面包括三娘湾海洋牧场，钦州

大蛇、大蛀等产业；林木产业开发中，应该充分利用东

盟丰富的林木资源，扩大林木市场的开发和投资。运河

建设和运营保障了沿线的农业灌溉，发展了第一产业，

反之，第一产业的繁荣也增加了运河的投资。想要发挥

沿运经济与运河建设运营的正反馈作用还需要创新，想

要打破广西农产品不出省的困境，利用优势打造钦州特

色果园、创新水果销售模式，发展智慧果园建设。在林

木行业：运河运营期间，充分运用东盟木材资源。结合

钦州的制造业人力资源优势，

从第二产业产值中可以分析出：自 2023 年平陆运

河建设起，第二产业（红色线段）产值迎来发展机遇，

和运河建设相关的交通运输设备、船舶制造业、水泥沙

石、能源等工业原料需求显著提升。未来沿线地区以石

化产业全产业链为核心，上游增强工艺技术和产品方案，

打造多元化烯烃、芳烃加工体系。同时延伸下游产业链，

发展烯烃及下游深加工产业链、化纤纺织产业链、新能

源材料产业链、精细化工产业链、能源化工关联服务产

业链。石化产业的发展为沿河制造业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充分利用沿河农产品和人力资本优势，重点培育特色农

产品加工、农产品深加工、农林产品加工业，绿色环保

产业、建材、轻工机械、皮（玩）具加工玩具、服装、

电子组装等沿河制造业。同时，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机电装备制造产业链、石油化工产业链。

从第三产业产值走势中可以分析出：来来运河投入

运营后，内河运输业将成为促进该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力

量。产业贡献主要来源于运河建成后成规模的运输需求

对船舶咨询业、金融业、信托业的依赖。未来运河沿线

应该新增仓储冷链、城乡配送物流，信息服务等产业为

承接突增的运输需求提供具有地方特色和温度的配套

服务。同时，研究开发沿运特色文旅资源，促进运河文

旅融合，发展运河旅游业，促进运河沿线产业结构向高

级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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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体系冲击

图 7 平陆运河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方案

对方案一的产业结构设置为上述现代化产业体系：

方案二的产业结构设置为先行行产业体系，可见现代产

业体系远比现行产业体系在产值方面表现更优越。

4 发展现代运河产业体系的建议

4.1 充分利用平陆运河-河口港的优势

平陆运河是西南江海联运新节点,更是一带一路重

要门户、是面向东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要推动钦州、

南宁等运河经济带构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枢

纽城市、构建“大开放、大通道、大港口、大产业、大

物流”新格局，建设钦州成为区域性国际航运和中心，

明确钦州航运中心发展模式为以集装箱中转为主，以市

场交易和提供航运服务为辅的模式。完善吸引船级管理

机构入驻钦州，配套邮轮租船业务、散货船业务、船舶

融资、航运保险等配套产业的发展。立足于平陆运河建

成后成规模的港航服务需求，构建完善的现代化物流服

务体系，构建融合发达的航运市场。完善商务、信息、

金融、人才、休闲配套服务功能、提供完善的外部环境。

4.2 推进河港产城协同融合发展

发挥平陆运河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快运河融入钦州

港产城协调发展。以河带产，以产促港，以港富城，推

动规划临港产业园区纳入最新批次国土空间规划，一方

面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指导钦州开展国土空间规划调整

工作，明确钦州市国土空间冲突问题，调节农业与生态、

城镇和生态之间的冲突，确立城镇引领、农业生态协同

发展策略。另一方面明确港口区分区定位，对港口作业

区、腹地工业园区、综合交通项目进行规划，推动“河

港产城”融合的运河经济带发展。

4.3 加快钦防一体化建设新湾区，加强产业链横向

延伸

引导大企业入驻作为科技与产业创新的舵手对相

关产业链、价值链进行领导，促进产业体系动态发展，

构建运河沿线主导产业链互补、供应链对接、创新链融

合一体的发展格局，同时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加快

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导入，打造临港经济发达、

贸易物流活跃、河港产城共荣的新湾区。在产业配套方

面建议新增平陆运河沿线信息和服务支持系统，促进客

运，货运各种运输方式有机结合，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做好支持和服务工作。

4.4 构建区域协调合作发展模式

南宁建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门户和内陆开放型

经济高地，构建一核两岸发展格局，强化南宁首府“一

核”的发展能级，推动高端要素沿平陆运河两岸聚集，

强化国际合作，金融服务，信息交流、创新创业，加快

东部产业新城建设，打造广西自贸区南宁片区新窗口，

平陆运河经济带先行示范区，南宁国家物流枢纽重要节

点。作为广西的两个重要节点，要进一步挖掘两地合作

的潜力，促进经济繁荣、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将钦州段打造成为服务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向海发展的开放前沿基地、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

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产业腹地，推动省际建立面向东盟

的“向海园区”“飞地园区”。

参考文献

[1]禚保玲,尹相勇,李耘博.以航空运输带动克拉玛依

市产业转型模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33(16):

114-118.

[2]鄢佳聪,蒋惠园,田小勇,杨晓岚.水运在国内国际

双循环中的作用机理研究[J].中国航海,2022,45(03):

80-86.

[3]毛征兵,范如国,陈略.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系统的

SD 多目标动态预测模型及其仿真研究[J].管理评论,2

020,32(06):29-44.

[4]刘晓玲,王桃,吴晓磊.平陆运河建设对西南部地区

货运出海格局的影响[J].水运工程,2023,(11):15-2

2.

[5]王桃,刘晓玲,吴晓磊.基于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的

平陆运河货运需求分析[J].水运工程,2023,(11):88-

93.

[6]李世泽,董大为,谢廷宇.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高质

量发展研究[J].桂海论丛,2023,39(01):43-50.

作者简介：庄肖肖(1997),女，土家族,重庆,硕士研究

生,国际商务，北部湾大学

课题名称：RCEP 对广西高水平开放的贸易效应。（课

题编号：BHZXSKY2215）


	平陆运河经济带现代运河产业体系建设研究庄肖肖 刘青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