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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视角的九江与小池区域

经济合作的路径研究
1

樊春梅，蔡 飞

（九江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摘 要】：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出中部地区的优势。九江和小池一江之隔，

分属湖北省和江西省。近年来，九江市的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省内的核心位置有所下降、区域的地位不高以及城

市发展的用地不足，这对九江市的发展是较为不利的。而小池的生态环境良好，并且用地充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

大发展的背景下，江西和湖北两省也大力支持省际间的区域合作，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本文

主要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视角，从分析小池和九江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入手，探讨了小池和九江进行区域

经济合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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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城市的辐射效应，促进城市间的共同发展，构建“中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当前这种

合作的共识正处于全面的启动和实践环节。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大背景下，江西省和湖北省出台各项政策积极鼓励区域经济

合作。本文以赣鄂两省交界的小池和九江为切入点，来探讨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共同推进两地的经济发展。

1、九江和小区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分析

1.1九江城市的基本情况

九江位于江西省的北部，长江以南，是江西的第二大城市，属于省域的副中心城市，总面积 1.88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规

划面积 118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48.4平方公里。截至 201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482.58万人。九江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号称七省通衢。长江是中国最大、最长的东西向水上大通道，京九铁路是我国最长、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南北向陆上运输大通道，

两条大动脉在九江市区交汇，九江成为承东启西、引南接北的金十字交汇点。然而，由于各种因素使得九江发展处于瓶颈期，

近年来，九江城市的省内核心地位有所下降，城市发展的用地不足以及区域的地位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九江市发展的阻力。

1.2小池城镇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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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南望九江，东倚安庆，素有鸡鸣三省、鄂东门户之称，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鄂赣皖三省连接的重要节点。它位于九江长

江大桥北岸桥头，沪蓉高速、105 国道穿境而过，京九合九两条铁路在此接轨设站，长江黄金水道穿境 18华里，与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江西省九江市一桥之隔。小池与九江，一桥相连，经济相互交融。小池总的占地面积大约 154平方公里，人口大约 12万。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大背景下，小池的发展空间充足、较为优势的区位条件以及良好的生态景观等方面的优势，

可以促进江西东南跨越式桥头堡的发展，为九江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2、小池和九江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分析

2.1共同的文化地缘

小池在地理位置虽属于湖北，但是在地缘上更接近于九江，并且两地的人文相同、生活习惯相似、口音基本一致、习俗也

差异不大，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再加上长江大桥的建成，更是为小池和九江经济合作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全

国首条跨省的公交在九江和小池投入使用；小池和九江之间的第二座跨江大桥也正在投入使用，小池和九江的联系更加得密切。

小池镇作为九江的菜篮子，种植着将近 4.5 万亩的蔬菜直接供给九江，并且小池当中又有 3 万多人在九江市就业。由此可见，

小池和九江的联系是息息相关的。

2.2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我国对于长江中游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也是实现中西部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江西省和湖北省为了推进小

池和九江经济的共同发展，跨区域建立互动式的发展机制，由两省共同建立起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建设项目。在国家和各级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小池和九江的区域合作发展有了更好的平台。

3、九江和小池之间的合作策略

3.1产业布局的共融

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当前九江市的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別是 10：60：36，而发达国家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

是 4：35：60。由数据可以看出，九江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明显偏高。对于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的问题来说，小池应当积极

地做好九江产业转移工作，大力发展自身的特色农产品，积极寻求两岸产业的互补式发展。小池作为一个依托农业发展的区域，

则围绕着九江等周边城市大力发展水产、蔬菜等优质的农产品，促进农业产业化，致力于打造九江的“菜篮子”。九江凭借广

阔的市场，也可以依托电子商务来发展线上农产品交易，提高小池农产品的知名度，做好农产品的销售工作，以实现经济共同

发展。在第二产业，小池要利用好长江的水运优势，重点发展商贸物流、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以及生物医药等产业。在服务业方

面，九江可利用小池充足的建设用地，来扩大九江的仓储基地和物流中心，并将九江的大型连锁店在小池进行布局。对于小池

的城市建设、土地交易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开发可以借鉴九江的发展经验来进行，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3.2基础公共设施的共融

公共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还是较大的，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小池和九江在公共服务设

施上要努力突破政策的壁垒，致力于构建层次合理、政策统一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如统一规划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

等设施，实现资源的共享。此外，为九江和小池的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资源后盾，九江和小池还可重点完善教育的基础设

施，合理布局教育相关的建设，例如：图书馆、书店等的建设，形成优质的教育城。经济发展不光要看眼前的利益，更要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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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旅游规划的共融

旅游业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和意义上是重大的，旅游业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上，有着两

大旅游圈，分别是江西的生态旅游圈和武汉大都市旅游圈，而小池则刚好位于江西和湖北的交界处，距著名的庐山旅游景区较

近，因此可以做整体旅游规划，将小池的优质旅游资源纳入到九江的整体规划中来，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小池作为鱼米之

乡，可以依托附近的著名旅游景点来发展具有小池特色的生态旅游，如可开展禅宗研修、生态休闲、健康养生馆以及戏曲体验

等旅游项目，而九江的旅游项目则是都市和大庐山旅游休闲区；小池的旅游特色主要是田园式的小城镇生活，而九江则是城市

景观和自然景观等，两者的旅游优势可以互补，以便于吸引游客，从而促进两地旅游业的发展。

3.4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的建设

生态文明的建设不光事关小池和九江的发展，更是关乎到长江沿岸一带的发展。九江和小池的经济发展决不能建立在破坏

生态文明的基础上。长江是联系该区域的桥梁，因此，保护好长江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小池和九江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

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生态工业，不仅要加强传统产业的节能减排，更要发展节能环保的产业。对于小池的水域体系和基

本农田的保护也要引起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保持一定数量的湿地、农田和水域。千万不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

而破坏水域和农田。对于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要处理得当，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生态保护标准，以及废弃物和污水排放的标准，

并加强污水排放的监管力度，不可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要金山银山的同时也要绿水青山。

4、结 语

较长江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相比，长江中游的城市群发展还是较为落后的，存在城市等级结构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对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内部结构，像小池镇和九江市这样交接的区域还有很多，既有地缘文化又具有优势互补的条件.九江和小池在旅

游业和公共服务业以及交通上有着共同的目的，这是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更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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