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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达北京，跨五大水系，全长1800多公里。
这条运河不唯规模巨大，而且生命力极为顽强。
当人类进入2l世纪之时，这条运河，从始建时计，已经拥有2500年的历史，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运河工程之一。
《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从解剖大运河清口工程枢纽人手，探索契合运河遗产特性的
综合调查方法，思考和缕析运河遗产内涵与特点，以认识运河遗产的核心价值及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为
宗旨，为运河全线开展遗产调查、保护和管理规划的编制提供客观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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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五节 运河的社会性 中国大运河由于其政治地位至高无上、空间规模超巨大、历
史跨度长久，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民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社会性是其他工程遗产无法
比拟的。
 一、运河治理与社会体制 运河工程以漕运为目的，漕运在秦朝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皆为
国之“要政”。
疏通运河、以通漕运当成治邦兴国的基本国策。
漕运是集权政治和小农经济结合的产物。
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会导致统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全国性统治中心的确立、从中央到地方
官僚体系的形成、庞大军事体系以及全国性社会秩序的建立。
这一变化促使王朝必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供应体系。
然而，以农立国的经济特性，使得统一的集权王朝在建立物资供应体系时，不得不面对广泛而分散的
小农经济。
集权政治有效地使小农成为赋税与徭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国家的生存基础。
这是漕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不完善阶段，漕运体现出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的特征，漕粮
多为军用。
唐宋时期是漕运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漕运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成法、固定
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
元代定都大都，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采用海运的形式运输漕粮，但大运河仍为河运南方漕粮的唯一水
道。
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漕粮绝大部分征收于南方，运河成为唯一的南漕北运的河道。
这一时期，由于历代的积累和统治者的重视，漕运制度不断完善，漕运的组织、机构、政策十分严密
和健全。
 漕运在明清两代国家政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专设漕运总督府之外，其派出机构遍布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
在统治者的重视下，漕运制度成为明清两代最为重要的财政制度和经济制度。
漕运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国计民生等大事。
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无阻，一是设隶属中央的漕运机构，直接管理漕渠、漕船、漕仓等；二是在隶属中
央的漕运机构中下设名目繁多的漕职；三是让官军参与漕运，形成漕卒押运制度；四是加强漕运过程
不同环节的管理工作，如针对粮食征收、押运、仓储、中转、过闸、修理漕船、漕船灯火管制、河道
管理、榷关收税等环节，具体地制定保障制度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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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编辑推荐：中国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达北京，跨五大水系
，全长1800多公里。
这条运河不唯规模巨大，而且生命力极为顽强。
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这条运河，从始建时计，已经拥有2500年的历史，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运河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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