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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江经济带及重庆应对策略 

魏后凯 

当前国家正在规划建设的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骨架和纽带，从东到西横跨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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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 41.2%，承载人口约 5.8 亿人。从国家层面看，加

快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是一项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国家战略。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到追求更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新

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以及沿海地区增速的趋缓，单靠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群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已经远远

不够，急需培育一批新的国家级增长极。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关键是要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创造一批新

的国家级增长级，并建设一批新的国家级重点开发轴线和增长带，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开发的新格局。假如这种新格局能够形

成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在 15～20年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态势将是没有问题的。 

一、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上中下游的协调发展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国家就提出加快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经过 30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分布

了北部湾、珠三角、海西、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辽中南等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带，也是中

国最大的人口、产业和城镇密集带。相比之下，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却相对滞后。虽然沿江地区也被列为国家重点开发的主

轴线，但开发开放的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地区。 

1992 年国家设立浦东新区，是希望通过浦东开发开放带动上海、长三角继而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区的发展。现在

看来，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或者说只实现了一半。浦东的开发带动了上海和长三角的发展，但它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带

动作用较为有限，原因就在于空间距离比较远。事实上，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所

以，要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就必须改变上中下游发展不协调的局面，把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实行上中下游联动，通

过联动或者协同发展，来实现上中下游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上游地区被“边缘

化”。 

二、建设长江经济带与城市群布局 

长江经济带在未来中国“协调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大战略中处于枢纽地位。2012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只有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的 95%，城镇化率只有 51.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8个百分点。偏低的发展水平，也预示着其发展潜

力所在。从各种要素的组合看，长江经济带有条件建设成为继沿海之后又一条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带。要实现

这一新增长带的目标，关键是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为核心，以上海、重庆、武汉为极核，推动上中下游三个

“板块”互动。 

目前，长三角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下一步重点是将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培育成为国家级的增长级。在

这三个国家级增长极中，上海是下游的极核，重庆应作为上游的极核，武汉则有可能成为中游的极核。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无论是所承担的功能还是综合实力，武汉还难以承担这种“龙头”作用，并得到周边省份和城市的认可。从区位和发展条

件看，武汉是完全可以成为这种极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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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大国家级增长极的极核，无论是上海、重庆还是武汉，都应该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现在上海、重庆已经明确为

国家中心城市，而武汉还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现有的 5 个国家中心城市包括 4 个直辖市和广州，主要位居沿海和西南，中部、

西北和东北地区均没有设立，在国家中心城市布局中，可以考虑把武汉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国家级增长级的极核，

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城市群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60%，这表明城市群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而且是

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些城市群也属于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必须把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城市群，培育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增长级。其中，长三角在 2020 年前、长江中游在 2030年前，

均有条件培育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目前为国家级的城市群，未来的走势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态势。 

三、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庆应对策略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重庆的重要战略支撑和西部中心枢纽的作用，促进城市加快转型升级和绿色跨越。

目前，虽然重庆的城区人口超过了千万（包括暂住人口），实现 GDP超过万亿元，但重庆的发展水平偏低，与国家中心城市不相

称。因此，当前重庆面临的主要任务，不仅要做大做强、实现跨越赶超，不断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现绿色崛起和绿色繁荣。 

在实施这种转赶结合的战略中，重庆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极核的作用，依靠转型

升级来实现跨越赶超，使重庆真正成为内陆开放高地、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和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这一

战略定位是国家赋予重庆的重要历史使命。加快转型升级，实现绿色跨越，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处理好重庆与成都的分工，加强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构建一种新型的竞争合作关系，也即竞合关系。成渝地区与

京津冀地区一样，也是一种双核结构。如何处理好双核的关系，是推进成渝城市群建设和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成渝之间竞争多于合作，城市间联系和合作还不够紧密。如何重构这种双核关系，打造一种和谐的新型的“双

城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此，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从国家层面进行规划引导，还要构建一个各

方广泛参与、有利于协同发展的新型长效机制。 

第二，以中心城区高端化、服务化为切入点，整合周边地区资源，推动产业链重组，构筑一体化的产业链。重庆作为一个

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中心枢纽，必须强化为全国和西部服务的中心功能，中心城区应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要通过资源

的整合和产业链的重组，构筑面向整个成渝地区的一体化的产业链，由此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同时，在高端产业发展方面，要加强与成都和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重庆中心城区着重发展总部经济、高端商贸、商务和

技术服务，在郊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而将其他价值链环节转移到远郊和周边地区，通过构筑一体化的产业链来提升整个产

业链的竞争力，促进产业的集群化和链式发展。 

第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内陆开放模式，把重庆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高地、中心枢纽和先行示范区。要实现这

一目标，关键是建立符合内陆开放型经济要求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目前，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产业方面，面临着

物流成本过高、税收负担过重、产业不配套三大制约因素。 

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一方面要打通长江和东向通道，依靠长江“黄金水道”和重庆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不断降低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打通西向国际通道，依靠渝新欧、西南出海通道和陆路国际通道，加强与东南亚、

南亚、中亚和欧洲的联系。二是减轻税负，优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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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整个西部地区的工业平均税负是全国最高的，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要认真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不断优化环境

尤其是软环境，实行“放水养鱼”，以减轻企业税负。三是实行产业链招商引资，破解产业不配套的难题。西部地区发展资源型

产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要发展加工制造业，如果没有产业配套，潜在优势就难以变成现实优势。为此，必须通过产业链招

商引资，成批引进上中下游的配套企业，以破解目前存在的产业不配套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