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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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基于ＳＳＭ 模型对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并分析其演变的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产值稳步增长，份额有所提高，结构演变过程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交替主导；长

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凭借较强的竞争力成为地区经济的主导产业；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速较快，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竞争力强，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政策导向影响、要素价格变化、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建议，以期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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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江素有 “黄金水道”之称，其流经地区城市集中、经济发达、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由此形成的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国土

开发和经济布局 “ Ｔ ”字形空间结构战略中一条重要的一级发展轴，与沿海经济带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 １ ］

“长江经济 带”最早 由中 国 生产 力经 济 学 会 在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年提出，当时所用的概念是 “长江产业密集带”

［ ２ ］ ，指以长江流域若干特大城市为中心，通过其辐射和吸引作用，带动各自周边地区大中小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从而

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经济区。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为契机，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把上海打造成长江流域

的经济增长极，带动长江流域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 “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

沿江地区经济带”。进入 ２１世纪后，长江沿岸各地区依托长江水道的优势纷纷提出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如长江下游的长三

角发展战略，中游的湖北 “两圈一带”发展战略，上游的 “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在这些战略规划的引领和带动下，长江

流域经济飞速发展。 ２０１２ 年， 长 江 经 济 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达 到２３５ ９１４．９５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

的４０．９２％ ，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 ①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协同相关部门编制新一

轮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要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支撑带。如何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

课题。 

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始于 “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三个方

面。如段进军提出长江经济带应以上海、武汉、重庆为核心，为实现长江流域地区经济联动发展提供动力，同时还要为区域联

动发展提供制度、市场、交通等条件。［ ３ ］ 陈修颖认为，长江经济带以上海、武汉、重庆为核心是空间极化作用的结果，

集聚是推动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的主要力量，应该加强空间链接，进一步强调区域合作。［ ４ ］ 而辜胜阻等人、赵伟、

杨顺湘等一批学者则分别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５ ］［ ６ ］［ ７ ］ 除此之

外，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文献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从笔者掌握的文献看，关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

只有彭劲松、罗蓉等少数研究者涉足类似方面的研究。［ ８ ］［ ９ ］ 因此，本文基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特征及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并给出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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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概况及ＳＳＭ 分解 

（一）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概况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体现出三大特征 （见图１ ）：（ １ ）经济增速快。长江经济带共计９省２

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由２００３年的５６ ４７８．１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３５ ９１４．９５亿元，以名义价格计算，

增长了３．１７倍。其中，第一产业产值增长了２．０１倍，第二产业产值增长了３．２７倍，第三产业也增长了３．４５倍。

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增速已经超过第二产业。（２ ）产业结构较为合

理。 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９．１３％ ， ４９．０６％ 和 ４

１．８１％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拉动，产业结构呈 

“二三一”格局，第二产业仍是主导产业，而第三产业已经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３ ）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第一产业比重由１２．６９％下降到９．１３％ ，下降趋势明显；第二产业比重由４８．０４％ 上升到 ４

９．０６％ ，在 ２０１１ 年曾达到最高的４９．９２％ ，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由３９．２６％上升到４１．８

１％ ，上升过程也经历波动，在２００９ 年曾达到最高值 ４１．７６％ ，表明长江经济带第一产业比重持续降低，而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总体上看，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

值增速和比重均超过第一产业，“二三一”产业格局明显，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交替上升，表明长江经济带已经基本实现了

工业化，正在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 “后工业化”阶段。 

（二）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ＳＳＭ 分解 

ＳＳＭ 分析法 （ｓｈｉｆｔ － ｓｈ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即偏离—份额分析法，由邓恩 （ Ｄｕｎｎ ）等人在２

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是一种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和分析产业结构的方法。［ １０ ］ＳＳＭ 模型把某一地区经济的变化视为一

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在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把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动分解为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增

量偏离分量等三个部分，反映该地区与参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参照区域内各个产业竞争力水平，进而

明确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从逻辑上讲， ＳＳＭ 分析法正好可以被用来分析本文所要研究

的问题。 

 

根据 ＳＳＭ 分析法，假设所研究的地区 ｉ 在经历了 ｔ 时期的发展后，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均发生了变化。设地区 ｉ 

的经济总量在初期为 ｆ ｉ （ ０ ），在末期为 ｆｉ （ ｔ ）。以 Ｇ ｉ 表示地区 ｉ 在 ｔ 时期内总的经济增长量，则： 



 

 

式中， Ｎ ｉ 为 ｉ 地区总的份额分量； Ｎｉ ｊ 为 ｉ 地区 ｊ产业份额分量，反映该产业以参照区域为标准的初期应有份

额ｆ′ｉｊ按 ｔ 时期内产业平均增速 Ｒ ｊ 计算，在末期所应有的经济份额。其中： 

 

Ｐ ｉ 为 ｉ 地区总的结构偏移分量。 Ｐｉｊ为 ｉ 地区 ｊ产业结构偏移分量，反映该产业初期规模 ｆｉｊ（０ ）按 ｔ 时

期内产业平均增速 Ｒ ｊ 计算，在末期的经济规模偏离其应有经济份额的偏离量。其中： 

 

Ｄ ｉ 为 ｉ 地区总的增量偏移分量。 Ｄｉｊ为 ｉ 地区 ｊ产业增量偏移分量，反映该产业以初期规模 ｆｉｊ（０ ）为基数，

因其增速在 ｔ 时期内与产业平均增速 Ｒ ｊ存在 差 异 （ｒｉｊ－ Ｒ ｊ ）而 在 末 期 所 导 致 的 偏 差。其中： 

 

Ｓ ｉ 为 ｉ 地区 总 的增长优势。 Ｓｉｊ反映 ｉ 地区 ｊ产业的总体偏离量，反映 ｉ 地区 ｊ 产业的增长优势。其中： 

 

以 Ｆｊ（ ０ ）和 Ｆｊ（ ｔ ）分别表示参照区域 ｊ 产业部门在初期 和 末 期 的经济规模，引 入 ｋｉｊ（０ ）和ｋｉｊ

（ｔ ）分别表示地区 ｉ 的 ｊ 产业在初期和末期占同期参照区域相应产业的比重。地区 ｉ 对于参照区域经济的相对增长率

为 Ｌ ｉ 。则： 

 

式中， Ｗ ｉ 为结构效果指数，反映从整体上看 ｉ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Ｗｉ值越高，则ｉ地区产业结构越好。 μｉ 为

地区增长力效果指数，反映从整体上看 ｉ 地区产业的增长力。 μｉ 值越高，则 ｉ 地区产业增长力越强。 

选取长江经济带共计９省２市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三次产业的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年各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采用 ＧＤＰ平减指



 

数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全国 为 参照 区 域，对长江经 济带共计 ９ 省 ２ 市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间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

效果的 ＳＳＭ分解结果如表１所示。 

对长江经济带９省２市的三次产业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 间 的 增 量 进 行 ＳＳＭ 分 解， 结 果 如 表 ２所示。 

 

三、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特征分析 

从经济增长总量上看，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合理的产业结构，而长江中上游地区虽然产业结

构和产业基础较差，但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上海、江苏、浙江经济增长主要凭借份额规模和产业结构效应，其份额分量分别达

到１０ ８１７．３２亿元、 ２１ ５６４．０５亿元和１６ ２５８．４９亿元，结构偏离分量分别达到６８２．０２亿元、 

３４０．９７和３９５．１０亿元，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他省市经济增长主要凭借增长速度，其增量偏离分量较大，湖南的增

量偏离分量最大，达到了１ ７６１．１１亿元。 

从总的增长优势上看，虽然在经济增长总量上长江中上游地区与长三角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增长优势明显，发展潜

力巨大。除上海、浙江、湖北、云南外，其余省市总增长优势均为正值，湖南、重庆增长优势最为明显，分别达到了１ ５５

４．８１亿元、 １ １７８．７１亿元。此外，相较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上海、浙江的经济增长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从相对增长率上看，长三角地区尽管产业结构效应较强，但产业增长速度较慢，而长江中上游地区虽然产业结构效应较弱，

但产业增长速度较快。除上海、浙江、湖北、云南外，其他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重庆、贵州和湖南，

相对增长率分别达到 １．１９２ ， １．１８８ 和 １．１２３ 。进一步分解看，上海、浙江和江苏结构效果指数较高，分



 

别为１．０４０ ， １．０１５和１．０１０ ，而其他省市结构效果指数均低于１ 。只有上海、浙江和湖北的增长力效果指

数低于１ ，增长力效果指数较高的地区是贵州、重庆和湖南，分别达到１．２２４ ， １．１９７和１．１４１ 。 

 



 

（二）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具体特征分析 

从产业增速上看，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增速放缓，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二产业快速增长。第一产业中，除江苏、湖北、湖南

和云南外，其余省市增长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湖南、云南第一产业增长速度较快，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３

３ ，０．２２和０．１５ ；第二产业中，除上海、江苏、浙江、云南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市增速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重庆、湖南、江西增速较 快， 增 速 差 异 分 别 达 到 了 １．１６ ， １．００ 和０．８７ ；第三

产业中，除江苏、重庆、贵州和云南外，其他地区第三产业增速均落后于全国。 

从产业增量上看，长江流域地区三次产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增长幅度较大，长江中上游地区则是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得到较大幅度增长。第一产业中，除上海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江苏、湖南、湖北

增长幅度较大，产业增量分别达到了１ ０８７．８９亿元、 １ ０４１．９７亿元和１ ０３０．３１亿元。第二产业中，

长江经济带地区均得到较大增长，江苏、浙江和四川的增长最为明显，产业增量分别为 １０ ６２２．８２ 亿元、 ６ １７

４．５７ 亿元和 ５ ６５０．８３亿元。第三产业中，江苏、浙江和上海增长幅度较大，分别为 １０ ５２９．１２ 亿 元、 

６ ３３９．９２ 亿 元 和４ ８０１．３４亿元。 

从份额分量上看，江苏、浙江和上海三次产业所占份额均高于其他地区，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

基础稍显薄弱。第一产业中，江苏、浙江和上海份额分量最大，分别达到１ ５１１．６７ 亿元、 １ １３９．７５ 亿元和 

７５８．３１ 亿元，云南、重庆和贵州份额分量较小，分别只有 ２９９．０７亿元、 ２７３．０２ 亿元和 １６４．５２ 亿

元。第二产业中，份额分量较大的还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分别为１０ ７５１．４３亿元、 ８ １０６．１７亿元和５ １

３２．９４亿元，远高于其他地区。第三产业中，仍然是江苏、浙江和上海的份额分量最大，分别达到９ ３００．９５亿元、

７ ０１２．５７ 亿元和 ４ ４３６．２１ 亿元，其余地区份额分量较小。 

从结构偏离分量上看，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效应对经

济增长贡献大，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但这些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对

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第一产业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产业规模偏离其应有份额的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分 别 为 －６７１．５

４亿 元、 －４５２．５８ 亿 元 和－４４２．８４亿元，其他地区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值，四川 和 湖 南 结 构 偏 离 分 

量 较 高， 分 别 达 到 了４１８．４７亿元和 ２８５．８６ 亿元。第二产业中，除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结构偏离分量分别

为１ １９９．３７亿元、 ５９３．９８亿元和１１９．２８亿元外，其他地区结构偏离 分 量 均 为 负 值，湖 南 和 四 川 

最 低，只 有－８４３．１２亿元和－７１７．７１亿元。第三产业中，上海的结构偏移分量最大，达到了 １ ２３４．２８ 

亿元，其他地区除了湖南、浙江和重庆的结构偏离分量达到了３５０．９６亿元、 ２４３．９７亿元和１４４．８０亿元外，

结构偏离分量均为负值。 

从增 量 偏 离 分 量 来 看，相 较 于 全 国 平 均 水平，长三 角 地 区 第 三 产 业 增 量 较 大，但 第 一 产业、

第二产业增量较小，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产业、第 二 产 业 增 量 较 大，但 第 三 产 业 增 量 较小。第一产业中，湖

北、湖南和云南增量偏移分量较大，分别达到了 ２６６．０６ 亿元、 １９３．３６ 亿元和 ７７．８７ 亿元，其余省市增

量偏移分量为负。第二产业中，湖南、四川增量偏移分量较大，分别达到了１ ７９０．７４亿元和１ ６６０．７３亿元，

上海、浙江、江苏和云南增量偏移分量为负，分别为－３ ６０１．２４亿元、 －２ ５２５．５８亿元、 －１ ３２７．９

８亿元和－１１５．３６亿元。第三产业中，只有江苏、贵州、重庆和云南增 量 偏 移 分 量 为 正， 分 别 为 １ ６３３．９

９ 亿 元、６９７．０５ 亿元、 １２３．４７ 亿元和 ８６．３４ 亿元，其余地区增量偏移分量均为负值。 

从产业增长力优势上看，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不具备增长优势，第二产业增长优势也不太明显，但第三产业具备较强的增

长力优势，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具备较强的增长力优势，但除贵州、重庆和湖南外，第三产业增长优势尚未

显现。第一产业中，湖南和湖北产业增长力优势明显，分别达到了４７９．２２亿元和３７５．０１亿元，而浙江、上 海 和 江 



 

苏 增 长 力 优 势 为 负 值， 分 别 为－７９７．１１亿元、 －７６６．９１ 亿元和 －４２３．７８ 亿元。第二产业中，

湖南、四川和重庆产业增长力优势显著，分别达到９４７．６２亿元、 ９４３．０２亿元和９１６．４２亿元，上海和浙江产

业增长力较弱。第三产业中，江苏产业增长力优势最为明显，达到１ ２２８．１７亿元，安徽、湖北和四川产业增长力较弱。 

综上所述，从对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１ ）长三角

地区产业基础好，产业结构效应强，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长江中上游地区则凭借较快的产业增长速度带动地区经济增长。 

（２ ）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发展停滞甚至是负增长，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产业增长力优势明显，第一产业经济规模呈西高东低

态势。 （３ ）长三角地区第二产业增速放缓，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第二产业重心逐渐由东向西转移。 （４ ）

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优势明显，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三产业优势尚未显现，第三产业仍以沿海地区为中心。 

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策导向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重心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国家政策的倾斜奠定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尤其

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浦东新区之后，长三角地区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而位于中、西部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在这一时期的

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地区。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重心逐渐由东向西转移，特别

是在 ２００５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

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促进资金、技术、劳动力由东向西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政策

导向的改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位次产生变化，资源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开始赶超长三角地区，虽然

在三次产业的产值规模上还无法与之相比，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率已经超过了长三角地区。在政策导向的影响下，

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凭借后发优势迅速增长，而长三角地区则依靠份额规模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全面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发

展，使得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二）要素价格变化 

我国工业发展一直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主。改革开放初期，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不断聚集，推动了长

三角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而此时同处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则没有获得发展机会。近十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沿海地

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加之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进一步挤压了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利润空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面临

发展瓶颈。与此同时，国家加强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长江水道的货运量进一步增加，共同构筑了长江经济带陆路、

水路交通网，加之以重庆作为始发站的 “渝新欧”铁路开通，有效降低了进出口货物运输成本，弥补了之前长江中上游地区第

二产业发展的劣势。土地、劳动力、物流成本等要素价格的变化，促使制造业开始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因而在２００

３ — ２０１２ 年，长三角地区第二产业增速放缓，产业增长能力下降，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二产业增速明显提高，产业增长

能力显著增强。要素价格的变化促进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演变，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开始在长江中上游的主要城市集

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长三角地区经济重心则转向第三产业。 

（三）区域分工合作 

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时间较短，其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众多，区域内部差异性构成了其最基本的特点 ［１１ ］ ，

而正是这种内部差异性奠定了区域分工合作的基础。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资金和技术，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比较优势在

于土地和劳动力。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提出，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区域分工进一步细化，区域合作进一步

加强。长江中上游地区利用广袤的土地大力发展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开展制造业生产，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产值高速增长；而长三角地区则依靠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长江经



 

济带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内部进行的区域分工与合作使得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发展各有侧重，进一步解释了为

什么在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间，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和竞争力强于长江中上游地区，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和竞争能力领先于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加快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向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转变，长三角地区向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的演变。 

（四）产业发展规律 

从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发展来看，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经 历 了 第 二 产 业、第 三 产 业 交 替 主 导 的 过程。［ １２ ］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交替主导的产业发展规律解释了长江经济带在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交替上

升的现象。从长江经济带内部来看，根据三次产业发展规律，长三角地区已经开始步入 “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比重不断

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而长江中上游地区则刚步入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生产总值中仍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第三产业尚未成为主导产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跨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 “后

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必须经历 “二三一”向 “三二一”的转变过程。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经济起步较早，产业规模大，

部门齐全，因而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间上海、江苏、浙江等三地的结构效果指数大于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对长三角地

区经济增长贡献较大。但长江中上游地区也有其产业发展优势，增长力效果指数较高，后发优势明显。产业发展规律进一步揭

示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原因，客观规律决定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必须要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向以第三产业为主

导的“后工业化”转变。 

五、长江经济带产业未来的政策取向 

（一）依托国家政策统筹规划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当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依托有利的国家政策统筹规划。首先，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均有其独立的发

展战略，如长江下游有长三角发展战略，中下游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中游有湖北 “两圈一带”发展战略，上游有“成

渝经济区”发展战略。各地区分散、零碎的战略亟须国家在全流域进行国家层面的战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科学、完整

的国家战略。其次，随着区域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要素流动日趋频繁，经济发展由点化到面化，经济区域化发展淡化了行

政边界，凸显出流域化特征，需要制定统一战略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再次，长江水系有１ ０９０余条河流，水资源管理、

水运开发管理和防洪管理都需要上级政府统筹协调。［ １３ ］ 最后，长江经济带最核心的资源优势在于丰富的水资源、良好

的生态环境，在开发长江沿岸地区的同时必须重视生态涵养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也要求把长江经济带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 

（二）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该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建立内部的协作机制。建立恰当的中央政府行政调控机制和跨区

域的协调机制，从制度方面入手，营造区域分工与合作的良好氛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破除阻碍资金、

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自由流动的壁垒，合理配置资源，激发经济活力。明确区域协作的动力机制，找到长江

流域各地区利益的平衡点，避免各项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定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除了建立内部的协作机

制外，还应当增强与其他经济带的联动，建立外部的联动机制，加强与黄河经济带、珠江经济带的互动往来，实现经济由点化

到面化的发展，促进要素在区际的合理配置，相互取长补短，在各经济带间实现产业的转移、集聚与升级，共同促进三次产业

的增长，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三）深化区域分工与合作 



 

为避免出现产业同构，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该利用长江黄金水道，深化区域分工与合作。第一，以上海为 “龙头”的长三

角协作区应该依靠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把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作为今后的重点发展产业，继续促进制造业向中上游地

区有序转移。第二，南京协作区应该利用紧靠上海、作为长三角协作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利条件，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

的多产业协同发展，确保要素便捷流动，与周边形成良性互动，在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中起到承东启西的作用。第三，武汉协

作区作为承东起西的关键节点，应该凭借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劳动力，以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第一产业，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

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不断促进工业增长的同时，重视农业生产，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物质基础。第四，重庆协作区应主要依托“成渝经济区”，打造长江上游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坚持统筹发展，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协调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以第二产业为核心的

产业发展格局。第五，长江上游地区的贵州和云南应当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作用，主要发展以

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减少工业对长江水域的污染，为保护长江经济带的核心资源优势做出贡献。 

（四）突出城市群的带动作用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共同发展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 １４ ］ 在长江经济带产业

发展中，应当突出长江流域城市群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发挥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上海为核心的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带动地区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前

瞻性的战略性产业，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引擎。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中游地带的经济发展高地，辐

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突出第二产业的重要作用，坚持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演进，发挥承东启西的关键点作用。以重庆、

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凭借后发优势，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打造成为长江流域地区制造业

生产高地，带动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依靠第二产业竞争力优势，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五）促进 “两头”开发开放 

充分发挥上海自由贸易区和重庆保税港区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 “两头”的开发开放。上海应利用自由贸易区促进国内

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经济自由化的水平，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是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通过加快自由贸易

区建设，形成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倒逼机制，以竞争带动产业健康发展。二是拓宽经济发展空间。通过自由贸易区这个开放的

市场，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并推动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改善国际环境，保障资源安全。自由贸易区可增强我国市场吸

引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我国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保障资源多元稳定供求渠道。重庆则致力于打造中国内陆开放高地、

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两带建设的枢纽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向西北通过 “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为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有效平台；向东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贯通长江经济带；向西南通过云南和滇缅公路直达中印孟缅经济走

廊，连接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上重庆已有的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团结村铁路口岸等对外开放平台，重庆在两带战略中应发挥左右传递、联动东西的枢纽作用。总之，通过上海和重庆的进一步

开发开放，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待区域经济发展和要素重组，可为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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