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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探析 

张祺
1
 

（重庆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

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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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背景及趋势 

1.1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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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个省市,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

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交通便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此外还拥有众多旅游资源

和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具有极其丰沛的淡水、矿产资源。我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

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具备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丰富,城市密集,市场广阔。1995年沿江

九省市拥有大小城市 216 个,占全国城市数量的 33.8%;城市化水平约为 5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1 个百分点;城市密度为全国平

均密度的 2.16倍。 

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它对我国经

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是其它经济带所无可比拟的。近年来,长江经济带首尾两大战略金融核心区:江北嘴、陆家嘴已逐步发展成为

中国最具影响力并和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 

1.2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趋势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指导思想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

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一盘棋思想,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地区与地区、产业转移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综合效益,着力

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道,着力构建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着力优化沿江城镇和产业布局,着力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协调发展,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形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

的黄金经济带,为全国统筹发展提供新的支撑。接南济北,通江达海。 

2 长江经济带的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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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一是交通便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

不仅把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因此长江经济

带的战略定位为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重庆、武汉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

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 

长江经济带目前已经形成三大产业群,即重化工产业群、机电工业产业群和高新技术产业群。其中,重化工产业群包括钢铁、

石化、能源、建材等行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很多大型龙头企业聚集在长江经济带;机电工业产业群也是颇具规模,几乎每个省(市)

都有自己的汽车制造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群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和其他中下游大中城市,在全国的优势明显。 

这些产业群对沿江各省市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如上海市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将精品钢

材、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民用航空、新材料、新能源、石油及精细化工、钢铁、生产性物流等产业布局在江海沿线,形成了临

海沿江的产业带布局。江苏省以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在沿江地区重点发展基础产业,通过产业的上下游、前后向及

旁侧链接,延伸产业链,形成装备制造、化工、冶金、物流四大产业集群。 

从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综合评价得分来看,11 省(市)的空间分异明显,并不是简单的水平或者垂直分布,出现了明显的上下

游差距。采用离差平方和法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11 个省(市)可分为三个梯队:上海、江苏、浙江第一梯队,重庆、湖北、安

徽为第二梯队,四川、湖南、江西、云南、贵州为第三梯队。上海综合分是贵州的大约 100 倍,远大于二者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距。 

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十分显著,以 10.27%的人均面积占比创造了 45.25%的地区总产值,但第三梯队虽人口占比高达

69.87%,地区总产值才 32.8%。在耦合协调下,11 个省(市)被分成了四个部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先天的区位优势,不

仅成为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龙头,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因此上海、浙江、江苏被分为协调发展型。重庆、湖北、

安徽被分为相对协调型,3 省(市)内部差距不是很大,耦合性较好,重庆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既是成渝城市

群中心城市又是上游航运中心,是西部综合交通运输条件最好的地区,交通与开放对重庆引领作用明显。湖北地处长江中游,科研

实力雄厚,开放程度欠缺。安徽交通优势明显。四川是长江上游的第一经济大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健全,四川被分为低水平相

对协调型,交通通达性较差,产业结构失衡,创新竞争力不足,江西、云南、贵州、湖南被分为低水平失调型。 

3 长江经济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长江水道存在瓶颈制(下转 118

页)(上接 116页)约、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 

长江经济带涉及省份多,区域面积大,上中下游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因此长江经济带在空间布局落实长江经济带功能

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经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提出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

格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措施有以下几点: 

3.1江湖和谐、生态文明 

长江生态安全关系全局,需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避免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要加强生态系统修

复和综合治理,做好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保护。在全流域建立严格的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控制污染排放总量,促进

水质稳步改善,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永续利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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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改革引领、创新驱动 

坚持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先行先试。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增强市场主体创新能力,促

进创新资源综合集成。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探索新型流域经济的开放开发模式,

将会形成一个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负责全流域的协调,在沿江各省市形成“趋同存异”,实现地方发展的自主性与中央层面的

统一协调相结合。 

3.3通道支撑、协同发展 

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以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为支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建立区域联动

合作机制,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和有序转移,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快实施重大航道疏浚整治工程,消除通行瓶颈,扩大三峡枢纽

通过能力和干线过江通行能力,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建设快速大能力铁路通道、高等级广覆盖公路网和航空网络,加强各种

运输方式与港区的衔接,完善油气运输通道和储备系统,大力发展江海联运、干支线直达和铁水、空铁、公水等多式联运。推进

内河船型标准化,研究推广三峡船型和江海直达船型,鼓励发展节能环保船舶。 

3.4陆海统筹、双向开放 

深化向东开放,加快向西开放,统筹沿海内陆开放,扩大沿边开放。更好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更好利用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发挥黄金水道独特优势,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的重大战略举措,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涉及近 6亿人的发展新动力,推动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东中西差距;又能优化经济结构,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开放合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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