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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进路及其生态修复问题 

成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 要】习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论断,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原则和重要遵循。长江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所依托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成为急需解决的首要

问题。因此,对长江经济带进行生态修复便适时提出,将长江经济带定位为未来的“生态经济走廊”,同时这也是践

行“绿色、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结果。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生态经济 

一、“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 

长江,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货运量全球第一,其流域面积达 200 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20%以上,人口及经济总

量均达到全国的 40%以上,是我国空间结构战略中的一条重要的发展轴线。” 

“长江经济带”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在 1984-1985 年间提出的,当时提出的概念是“长江产业密集带”,指

以长江流域若干大城市为中心,通过其辐射和吸引作用,带动各自周边大中小型城市和农村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经济

区。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长江沿岸各地区纷纷以长江水道的优势为依托提出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可见其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独特作用,构建现代化综合运输体

系,推动沿江产业结构优化,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但是,今年风向转变,习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论断,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原则和重要遵循。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

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 

针对长江经济带战略定位的转变,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使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任务要求,使得先前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定位已不适合,反而是长江经济带所依托的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成为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

修复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便适时提出,将长江经济带定位为未来的“生态经济走廊”,同时这也是践行“绿色、协调、共享”发展

理念的结果。 

长江经济带从广义上讲,行政区划上包括长江流域沿岸的 7 省 2市—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和

四川。将其同沿海经济带相比较,无论从人均指标还是产业结构来看,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沿海

经济带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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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经济带各部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地理位置,可以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上海、浙江、江苏

为东部地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为中部地区,重庆、四川为西部地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长江经济带这三部分上

也体现得很明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和人均量上均远超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差距

不大。 

从我国的区域发展整体布局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目前我国的区域发展已经形成了“四大块”的整体布局--东部率先发

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这是四块相对独立的区域发展布局,是“分”的布局,但是全国是一个整体,“一盘棋”,

因此,长江经济带就是“合”的战略角色,将东部、中部、西部三块纵向上“分”的区域通过一条横向的“黄金水道”贯通起来,

使其三块区域可以通过依托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增强经济联系,有利于从更高的层面来进行统筹发展。 

此外,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一带一路”所囊括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国内的区域布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布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由连云港出发,通

过亚欧大陆桥,经过中亚、西亚,直达地中海沿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福建为起点,通过海上航线,将东亚、南亚、中亚连

通起来。从总体来看.,我国这两条对外开放的路径一条向东延伸,一条向东南延伸,两条路径一北一南就像我国对外开放的两翼,

居于其间的长江经济带则将两条路径的覆盖区域融合在了一起,使得“一带一路”融合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布局。 

正是长江经济带的提出,贯通了东、中、西部地区,融合了南北两条对外开放路径,造就了统筹协调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铺垫了很好的环境。当然,对长江的生态恢复是这一切的根本,使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现状 

“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发展情况与不匹配的环境现状之间存在矛盾。多年来,长江经济带沿线一直是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区

域,但其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从经济总量看,长江上游 4 个省市经济总产值占长江流域的 22%,中游 3 个省份经济

总产值占 24%,而下游 4 个省市创造了 54%的经济总产值。从污染排放看,长江流域的废水 23%来自上游,27%来自中游,50%来自下

游。需要合理利用区域发展需求,缓解重点区域的环境压力。总的来看.,长江流域主要存在三大生态隐患。 

1、工业污染源 

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对企业排污的监管力度,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权威媒体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研时发现,沿江两岸许

多企业将生产污水直排长江,烟尘四处飘散,在船上时常能闻到刺鼻的异味。公益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介绍说,“长

江上游地区的矿产开发也给生态安全带来隐患。一些地方的尾矿坝就在江边,来一场暴雨,就会冲进江里,造成严重污染。” 

2、生活污染源 

近年来,长江流域各省市格外重视旅游产业发展,但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带来的餐厨垃圾和白色污染无法消解,不得不

直接倒入江中,已经成为威胁长江生态的重要污染源。三峡库区的一家农家乐负责人透露,旅游高峰时他一家每天接待四五百人,

光餐厨垃圾就产生好几吨,全村有一二十家农家乐,每天有几十吨餐厨垃圾倒进江里。此外,长江上航行的很多船只,由于缺乏污

水、垃圾的收集、存放、处理设施,餐厨垃圾、甚至粪便等未经处理也直排长江。 

3、农业污染源 

三峡库区环保部门一位负责人说,在长江流域降水量较大的时期,雨水淹积导致农田中的化肥大量流失,流入地下水或湖泊,

最后汇入长江。这些农业废水容易导致长江水体富营养化,藻类及其他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加剧长江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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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长江经济带”进行生态恢复的进路分析 

生态恢复,即是指通过人工方法,按照自然规律,使得生态系统得到天然的恢复的过程。大自然是最高明的“生态修复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把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即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

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因此,无论从生态学理论还是国家政策出发,在对长江经济带进行生态恢复时,我们都必须牢牢把握好

—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具体措施方法的制定上贯彻执行。 

1、提供多样化的发展途径,转换生态服务价值 

在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退化区域,让所提供的多样化的发展途径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

使得人们的经济支柱从农业转换到工业或服务业上来。另外,生态系统有经济产出,生态恢复之后的生态服务价值大大提升。只

要将这部分价值提升的利益分配协调好,让人们能够真正的从生态恢复中获得实在的收益,那么生态恢复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大力

支持,同时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也能很决得到恢复,经济也能够良好的发展下去。 

2、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生态恢复体制化保障 

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近十个省级行政区,打破行政隔阂,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设立高位协调管理机构,在经济带内能够

进行一致的统筹规划十分重要。另外,还可以通过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专项基金,长江开发银行,长江经济带发展基金等金融服

务体系,广泛吸引经济带内各省市、社会资本加入,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在经济带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集中

力量进行生态恢复,发展生态经济。 

3、明确主体功能区定位,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 

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到,“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将长江经济带沿岸的城市群进行

功能区定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适合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增强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和勇气,在经

济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增加对生态环境因素的考量比重,真正让生态恢复同经济发展相结合,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使得长江经济带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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