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格局与可持续发展1 

岑晓喻，周寅康，单薇，滕芸，李锋 

【摘 要】: 该文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分析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格局特征，

发现区域内资源环境格局存在“双向梯度”，即自西向东的自然资源梯度和自东向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梯度。参考

相关区域发展理论，借鉴欧洲莱茵河流域经济区发展模式，从空间联系和产业联系两种视角探究了长江经济带联动

发展机制。空间联系角度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分别提出了“梯度推进”、“点－ 轴开发”和“增长极”等

三种发展模型，确保长江经济带不同层级的经济体都能融入资源优化配置洪流，实现联动发展; 产业联系方面从宏

观角度探讨航运、旅游两大产业带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机制，为空间联动发展机制提供补充。此外，该文还根

据东中西部不同的生态环境特征提出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应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因地制宜科学推进。最后，该文基于当前一些重要科研问题与成果，对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几点合理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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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江通道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向轴线。上世纪80 年代的七五计划就强调要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大

力发展同东部、西部地带的横向经济联系。经济学家马洪和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曾分别提出中国“一线一轴”战略构想( 一线，

即指沿海一线; 一轴，即指长江) 和“T”字形的发展战略( 即以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沿江为主轴线形成的整体空间格局) 。 

1990 年代开始，随着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建设等重大决策的相继实施，中央于1992 年提出了发展“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

区经济”的战略构想;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及沿江地区经济带。但因区域差异

和各省市行政壁垒等因素，长江流域的航运和经济一直被割裂，经济带建设效果不显。 

2014 年3 月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同年4 月28 日，李克强

总理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11 个省市纳入长江经济

带体系。 

2014 年9 月25 日，随着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关于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总体布局等问题也基本落定。 

虽然长江沿岸开发战略由来已久，但时至今日，和沿海的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地区相比，沿长江一带地区在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仍不尽如人意。就全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依靠人口红利、资源消耗、环境代价带来的飞速发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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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逐渐消退，当这种阶段性持续发展模式不再适应发展需求时，中国经济又该何去何从? 基于此种背景，政府将建设长江经

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动沿江地区发展，更在于摸索出一条与当前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相区别的，

可以实现更长时间尺度、更高层面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1 研究区况概述 

1． 1 长江经济带范围界定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 省市全域，横跨中国东中西

三大区域，面积逾中国国土总面积的20%，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对比长江流域范围图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范围不仅包含长江流域中上游到下游的大部分省市，也包括这些省市处于长江

流域之外的一些地区。虽然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长江经济带更加有利于规划、实现其经济发展意义，但同时也需注意由区位条

件差异带来的临江地区和长江流域之外地区、港口城市与非港口城、长江水道便于通航区段和不便通航区段等的协调发展问题

等。 

1． 2 基本情况 

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横跨中国地形三级阶梯，东西横向的海拔、气候、地貌、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呈梯度性变化。 

除了自然条件差异之外，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国土面积、人口状况和 GDP 数据( 2012 年数据) 来看( 表 1) ，东、中、西

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有明显差距。水因势差而流，长江经济带现存的空间梯度不仅是滚滚长江奔流不息的内在动力，也将

成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协调联动、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但是，要将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丰富的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合理调动起来推动这一地区发展，甚至更进一步向外辐射全

国乃至全世界发展，必须抓住因势利导的思路，在了解长江经济带现有发展梯度的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和路径，使资源、资金、

技术等能顺势自然流动起来。 



 

鉴于此，分析长江经济带上11 个省市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特征，解析这些因素构成的长

江经济带整体格局，对于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实现，和各区域、各省市在此过程中合理发展策略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2 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格局 

2． 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为了量化研究长江经济带的资源环境格局，本文借鉴相关区域发展方面研究文献，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现实状况，构建

了四级指标体系( 表2) 。 

针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格局的定量化研究，主要对一系列四级指标通过数据分析与计算，综合为 4 个二级指标( 自然资

源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民生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 来整体反映长江经济带在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具体而言，对自然资源格局的考量主要着眼于通常对区域发展较为重要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 包括黑色金属矿产、有色

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等) 、常用能源( 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 和水资源，以及对长江经济带特色产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旅游资

源。因此，自然资源指数选取如下四级指标: 人均土地面积，是将人均农用地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归一化后加权求和得到; 人

均矿产储量，是将各类矿产除以人口数，再归一化后加权求和得到; 人均常用能源储量，是将各类能源储量除以人口数，再归

一化后加权求和得到; 人均水资源量，即水资源储量除以人口数; 旅游景区数量，即A 级( 含) 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表示当前

可利用的旅游资源丰度。其中，除旅游景区数量为2011 年数据( 来自2012 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外，其余如无特殊说明均为

2012 年数据，来自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下同。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不仅取决于代表发展现状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还取决于对发展潜力有重要影响的交通、政策和市



 

场等因素。因此，经济发展指数对应的四级指标有: 人均GDP; 非农产业比重，即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总产值比重; 陆路运输线

路密度，是将区域内铁路与公路长度分别除以区域面积，再将二者归一化后加权求和，以表征区域陆路交通通达能力; 内河航

道长度，表示区域内水路交通通达能力; 市场化指数，是政策、经济等因素量化后得到的综合指数。其中，市场化指数为2009 年

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社会民生格局的评价一方面要体现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现状，还要考虑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建

设带来的人口流动的推拉力，即不仅要考察区域居民生活水平，还要考察区域消费水平、就业水平、城市化水平等代表社会发

展水平的指标，来体现吸引外来人口、实现进一步社会发展的能力。社会民生指数对应的四级指标有: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即城镇地区居民在食品上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表示区域内人民生活水平( 由于研究区有多省市是产粮大省，农村地区居民

食品消费受此影响偏低，故此处采用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生活水平指标) 、居民消费绝对数，表示区域消费水平; 就

业率，即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生态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城镇人工环境。从森林覆盖、自然灾害等情况可以揭示区域自然环境稳定性，而绿化、

污染治理等体现的建设和改善人工环境的能力也对区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指数对应的四级指标选取了: 森林覆盖率，

表示未开发区域植被覆盖情况;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示开发区植被覆盖情况; 废气年排放量、废水年排放量、固废年产生量，

三者表示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水平; 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突发环境事件数量，表示区域内自然灾害发生情况。 

文中所有数据归一化均采用极值法，定权采用变异系数法。处理过后的四级指标数据综合为二级指标时采用TOPSIS 综合分

析法，即以各省市数据与各项指标最优值构成的“最优解”之间距离，和各省市数据与各项指标最劣值构成的“最劣解”之间

的距离合成的“优劣度”作为各省市的二级指标的指数。 

2． 2 自然资源格局 

通过长江经济带上 11 省市自然资源指数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 图 1) ，各省市间自然资源水平差距较大，如四川自然资源

十分丰富，而上海则极端贫乏，各项资源均接近长江经济带上最低水平。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上的自然资源水平呈自西向东

的梯度，西部的云贵川等地资源优势突出，向中、东部水平逐渐降低，但也有东部的苏、皖、赣等地资源水平相对较高。 

 

2． 3 经济发展格局 

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人均 GDP 数据( 图 2) 来看，这一区域总体贫富差距较大，区域发

展梯度比较明显。总的来看，长江经济带上经济发展水平自东向西呈递减趋势，东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且与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湖北省和重庆市之间存在断档。这两地分属中、西部，中部地区总体水平要高于西部。 



 

 

2． 4 社会民生格局 

区域社会民生特征通常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又各有侧重。根据长江经济带上的社会民生梯度状况和各省市城市化率数

据( 图 3) 来看，各省市间社会民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其空间分布梯度十分明显。与经济发展水平一样，社会民生指标最优的

地区仍是长三角。中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西部地区总体水平最低，递减趋势非常显著。 

 

2． 5 生态环境格局 

就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指数分析结果( 图 4) 而言，各地区间生态环境差异并不明显。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受当

地自然条件的影响，还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环保意识等的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并未呈现明显的梯

度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长江经济带上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双向梯度影响的结果。 

 



 

3 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机制 

3． 1 理论依据 

在了解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格局的基础上，要对其发展机制进行解析，还离不开现有区域发展理论的指导，以及对成功发

展案例的借鉴。 

3． 1． 1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非均衡依赖性，或者说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同时具有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

极化与扩散效应，对于经济规模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累积循环理论，还是赫希曼在

《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都强调了非均衡的必

然性和均衡的相对性。 

3． 1． 2 区域分工理论 

所谓区域分工，就是相互关联的社会生产体系受到一定利益机制支配而在地理空间上发生的分异。从价值链角度看，区域

分工是各个区域专注于一定的价值活动集合而形成的生产地域结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网络。劳动分工理论由前苏

联经济学家巴朗斯基引入经济地理学，并衍生发展出了劳动地域分工论，即人类活动按地域分工，它同时具备直接经济性，即

合理分工的生产方式是高效生产和节约生产的必要环节; 以及间接经济性，即它还是其他能够高效节能生产方式创新的基础。 

3． 1． 3 区域协调合作理论 

自二战以后国际互相依赖理论即开始兴起，即不同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并非独立，而是相互依存的。20 世纪70 年代初

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创立了协同论。协同论基于系统的非线性、开放性，在系统复杂演化过程中，子系统间协作竞争，

协同有序，实现全系统经济、社会、自然资源优化配置，以达到子系统间相互依赖。 

3． 2 实证借鉴———莱茵河流域经济区 

同为内河经济带的欧洲莱茵河流域经济区，其发展经验对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3． 2． 1 莱茵河流域经济区简介 

莱茵河是一条著名的国际河流，全长1 390 公里，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流域涉及9 个国家，流经奥地利、德国、法国

和卢森堡，进入荷兰的三角洲地区后分为几条支流进入北海。它是一条国际航运水道，通航长约869 公里，流域面积超过2． 2 

万平方公里。莱茵河流域集聚了近1 亿人口，包括许多世界著名城市，如巴塞尔、美茵茨、法兰克福、科隆、鹿特丹等。该流

域集中了世界上许多重要产业部门，如钢铁、石化、电力、建材、机械、电子等。 

莱茵河年货运量在3 亿吨以上，是目前世界上航运量最大的内陆运河，自南向北流经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

法国、荷兰等6 个国家，六国面积、人口均占独联体以外欧洲的1 /3，生产总值约占全欧洲的1 /2。 

3． 2． 2 莱茵河流域产业发展模式 



 

第一，“航运为先”的内河与运河、江河与海洋相互贯通的流域建设模式。一条河流即使天然条件再好，没有后天的开发

建设，其巨大的潜能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作为莱茵河主要流经国的德国，始终确立航运为主、因段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持

续不断地加大对莱茵河的治理，渠化干流及其支流河道，拓宽航道、提高通航能力。 

第二，“水运为基”的水路、铁路、公路综合物流产业发展模式。水运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德国莱茵河纵横交错、

量大价廉的航道网在物流经济发展中担负着重要作用，莱茵河段至今仍承担着全国80%以上的内河运输量。德国政府实施“长距

离运输以铁路、水路为主，两头衔接和集疏则以公路为主”的物流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每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势，在莱茵河沿

岸规划建设了50 多个货运中心，形成沿岸现代物流体系，推动了沿江产业的长足发展。 

第三，“产业为本”的以河为轴、以港兴城的“点—轴—面”产业开发模式。德国钢铁集团92 个企业中有66 个集中在莱

茵河畔，其中有欧洲工业心脏、欧洲最大工业中心之称的鲁尔工业区，位于莱茵河的赫尔内河上，生产的煤、生铁、钢分别占

全国总量的90%、70%、60%，工业产值占全国的40%。同时，德国杜伊斯堡、埃森、杜塞尔多夫、科隆、波恩、法兰克福、路德

维希、曼海姆等著名城市均布局在莱茵河沿岸，形成德国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带。这种以港口城市为点、以沿江产业带为轴、

以流域经济区为面，形成“点—轴—面”有效开发的产业模式，使德国经济保持着强大活力。 

第四，“龙头带动”的河海港联运、流域腹地支撑的产业辐射带动模式。德国莱茵河流域形成经济开发带和城市密集带，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充分发挥了鹿特丹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对莱茵河流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万吨海轮从莱茵河口鹿特丹可上溯

至距河口690 公里的科隆、5 000 吨驳船可至路德维希港等。而鹿特丹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门户和世界第一大港口，关键是其

处于世界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与莱茵河内河航线的交接点，是莱茵河沿岸各国的出海口和对外联系的前沿基地，有着无限广阔的

内陆腹地和十分充足的货源。鹿特丹国际大港的综合服务功能带动辐射了莱茵河流域经济带的繁荣，莱茵河流域广大腹地的发

展又促进支撑了鹿特丹港口城市的兴旺发达，形成龙头带动、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港口与腹地产业合作模式。 

3． 3 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机制探究 

从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基本特征分析结果来看，区域现存的空间梯度特性足以构成联

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再加上政策推力的影响，长江经济带上自然和经济资源沿梯度流动必然加快。那么对其发展机制的研究重

点，就应该放在如何确保长江经济带上各地区都有“渠道”汇入这股资源优化配置的洪流，实现全域协调发展、共同繁荣这一

问题上。对此，本文借鉴区域发展相关理论和莱茵河流域发展模式，从区域间空间联系和产业联系两个方面探索适应长江经济

带现状的发展机制。 

3． 3． 1 空间联动发展机制 

对长江经济带空间联动发展机制的探究( 图 5) ，主要以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以及《意见》中对长江经济带的总体空间布

局为基础，并糅合了莱茵河流域的“点—轴—面”开发模式。 

1) 梯度推进模式 

根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基本状况，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梯度、自然资源梯度特征明显，东中西部资源配置不均衡且各具

优势。 

从宏观上来看，长江经济带上现存的两种梯度足以构成各省市之间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符合资源优

化配置需求和经济发展方向的。 



 

分别而言，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经济水平梯度，配合政府的政策引导，可以实现东部资金、技术流向西部; 而从西往东的

资源储量递减梯度，在长江交通走廊畅通的情况下，会顺势沿江向东部市场输出; 中部地区在此过程中承东启西，可以把握机

遇双向发展。这就是基于梯度扩散原理的长江经济带宏观发展“梯度推进模式”。 

 

2) 点—轴开发模式 

在中观层面上，受现有基础和区位特征的影响，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并不表现为全域各省市均衡发展或是沿江线性辐射发展，

而是其上的一些大经济区( 节点) 先发展起来，各节点间相互关联逐渐发展出“关联轴”，呈现“点—轴开发模式”。而长江

这一天然的发展轴线已经将经济带上的经济区在空间上串联起来，这些大经济区之间的资源流动也将惠泽沿江地区。根据国务

院出台的《意见》中提出的“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的思想，以这三大经济区为节点，以

长江水道为轴线的“点—轴开发模式”是比较合理的。 

具体而言，成渝经济区的优势在于自然资源丰富，在前期应推进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些资源一方面沿

长江通道输出到中部和东部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吸引资源密集型产业落户的重要筹码。 

就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应当发挥“左右逢源”的区位优势，在资源东运和资金、人才西流的过程中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企

业落户。 

而长三角地区可以借此机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具有成本优势的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市场需求的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 

3) 增长极模式 

从微观角度来看，对于这三大经济区之外的其他零散的城市、城市群，通过产业或空间关联( 河道、铁路、公路) 相互影

响，逐渐在区位、自然经济属性、外界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下发展出一个个增长极( 一定范围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城市或

产业中心) ，这些增长极之间也通过交通或产业链相互联系，形成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资源流动网络。在空间梯度的引导下

不断发展，最终覆盖整个长江经济带区域，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3． 3． 2 产业联动发展机制 

通过产业联系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在上文分析空间联动时已经有所涉及。事实上，产业联系与空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相



 

互依赖的，产业联系的实现离不开空间联系，而空间联系最终需要以产业联系的形式带动发展。在考虑区域联动发展问题时，

从产业联系角度入手有着更加灵活、更少受到空间格局限制的优势。本文借鉴莱茵河城市群发展的优秀经验，结合长江经济带

实际，从宏观角度探讨旅游、航运两大产业带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机制，也是希望突出产业链规划和发展的重要性。 

1) 航运: 龙头带动，分级港口，统一管理从莱茵河流域经济带的经验可以看出，内河入海口和内陆腹地之间可以形成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的共赢格局。而上海港作为中国主要沿海枢纽港、长江河口门户，以及中国首个自贸区试点所在地，对长江经

济带腹地势必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而长江经济带建设也将扩大上海港经济腹地范围，以广阔的空间、庞大的资源推动其发展。

而由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均衡现状，还需考虑在内河航道上依据其运输现状和发展需求增加或改建不同规模等级的港口。通

过设立长江经济带全域统一的港口管理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影响资源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同时，统一的航运管理也有利于瓦解地区间运输壁垒，确保区域联动、协调发展。 

2) 旅游: 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存在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着眼于长江经济带

整体。一方面，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可以避免一些旅游资源发展相同的旅游主题，导致区域内部旅游景区恶性竞争，实现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异质化、特色化开发。另一方面，从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进行旅游开发，便于发展一些跨省域的特色旅游

路线或旅游产品，这不仅有利于增加景区特色吸引游客，也有利于带动各省市旅游产业协调联动发展。 

3． 3． 3 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空间联动、产业联动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但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区域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面。根据数据资源环境格局分析结果，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呈现整体梯度不明显的状况。这其实是各省市处于不同经济

发展阶段而导致的。已经有研究指出，区域环境污染状况与其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倒 U 型”的关系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呈先升后降趋势。鉴于此，长江经济带上各省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也应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结合自身资源环

境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单位GDP 固废产生量对比状况来看( 图6) ，中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单位GDP 固废产生量明显高于

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应放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治污技术，追求绿色发展。 

而从各省市突发环境事件次数状况来看，东部地区突发环境事件次数远高于中、西部，体现了东部生态系抵抗力稳定性低

的问题。东部地区应开展更高层次的环境研究和保护工作，落实生态恢复工作，争取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脆弱性。 

4 建议 

要科学高效地实现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因此，本文立足当前的一些重要科研问题与成果，

对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合理建议。 

4． 1 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为了科学引导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对当前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具体包

括: 1)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人口( Population ) 、资源( Ｒesource)、环境( Environment) 和发展

( Development)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 即PＲED 问题) 与区域协同发展模式; 2) 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进行评价，明确适宜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的范围; 3) 针对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一些重要工程措施( 如长江

干支流整改、三峡大坝水运通道建设等) 带来的长江流域水文、地质条件变化机制及其影响进行研究，重建长江三峡下的江( 长

江) 湖( 洞庭湖、鄱阳湖) 系统，并建立跨行政区的极端气候事件、颠覆性自然灾害长期监控、预防机制; 4) 要在长江经济带

进行一系列的交通纽带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还不可避免地需要解决现存的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与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

问题，以及对大规模开发建设带来的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变化进行研究。 

4． 2 打破行政壁垒，统筹规划全域发展 

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内部的资源互补优势，必须以信息共享为纽带、统一管理为手段，实现统筹规划，发挥整体优势，

全面高效发展。 

信息共享是落实市场体系一体化、金融合作创新等发展机制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各产业合作共赢的

重要保障。因此，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加强对信息共享机制、效率及其管理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构建信息纽带的基础上，对航运、旅游等产业建立跨行政区的管理部门也是打破行政壁垒，推进长江经济带全域发展

的重要一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各省市的合作方式、利益分配等问题，对此可以从莱茵河流域经济区发展

模式中汲取经验。 

4． 3 立足区域差异，梯度推进有序落实 

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着手当下，也要着眼将来。着手当下，就是要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保长江经

济带建设有所成效; 着眼将来，就是要保护生态环境，维护长江经济带发展潜力，确保长江经济带建设在长期尺度上是可持续

的。 

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格局的分析已经揭示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差异性，那么在长江经济带全域发展规划

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应当立足区域差异，确立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对不同区域的发展重心进行统筹安排，

梯度推进、有序落实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 



 

而对各地方政府而言，应当明确自身在经济、生态方面的现状，兼顾长江经济带总体发展与自身发展、兼顾当前利益与长

期利益，追求科学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4． 4 衔接一带一路，建立“Y”型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还需考虑联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形成中国新时期新常态下的一个“Y”

型总体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贯通中国腹地，是国内资源东西向流动的重要通道; 而“一带一路”的意义不仅在于国内，更在于联通中国与

亚欧非多国。长江经济带有助于汇集国内资源流向“一带一路”，是Y 型发展格局的把手，对于“一带一路”的发展起着基础

性作用; 而“一带一路”有助于扩大长江经济带影响力，增加资源丰度，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的资源优化配置，二者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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