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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的制度安排研究 

李佩恩
1
 

（内江师范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四川 内江 641199） 

【摘 要】：长江经济带是“两横三纵”的国家城镇化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级新区最为集中

的区域,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布

局的优化关系到整个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产业布局优化的角度探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问题,

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实现国土资源的合理配置,尽量避免产业安排同质化,尝试在区域内部建立产业转

移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协同机制,以破解地方政府热逐“土地财政”而忽视产业升级的难题,这不仅有利于实现长江

经济带战略性转型升级,更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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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继沿海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之后,又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是我国经济

布局和国土开发“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中重要的一级发展轴,与海岸经济带共同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其经济发展迅

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仅次于海岸经济带,发展长江经济带应作为经济布局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长江经济带内部差异显著,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经济差异逐年扩大,但发展前景良好,已逐步形成了以上海、武汉

和重庆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武汉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的三个主要的次区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已成为加快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一个地区产业层次的高低,决定着经济素质的优劣和综合实力的强弱,产业体

系合理与否,是决定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要推进长江经济带经济一体化建设,必须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进

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长江经济带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东起上海、西至云南,覆盖苏、浙、皖、赣、鄂、湘、川、云、贵和沪、渝等共 9省 2

市(图 1)。面积 208.3 万 km2,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22%;长江经济带人口约 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43%。长江经济带不仅有丰富的水

资源,矿产资源,还因其地跨我国三级阶梯,水能资源也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长江经济带以长江流域为基础,以长江水道为纽

带,以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元,横贯我国腹心地带,贯通江海。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初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

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综合性运输通道。 

                                                        
1作者简介：李佩恩(1992-),女,四川威远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土地经济与政策。 

基金项目：专业转型发展改革试点—土木工程(川教改办[2015]2号[1])。 



 

 2 

 

图 1长江经济带区位图 

3 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现状 

3.1产业结构低度化 

产业结构低度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升级转化过程中处于较低状态。产业结构的低度化严重影响经济

发展的进程。例如,产业结构低度化易使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阻碍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发展联系,不利于引进的产业与原有产业

之间的相互融合,阻碍技术进步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产业结构低度化还会使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缓慢

等。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低度化问题还相当严重。一方面,从产业构成来看,第一产业方面,各省市比例较低,均为 10%左右,上海

由于特殊原因第一产业比例仅为 0.6%;第二产业方面,绝大多数省市第二产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重庆、

四川的第二产业比例均为 50%以上;第三产业方面,上海第三产业比例最高(60.4%),其次为贵州(47.9%),除上海、贵州外,其余地

区第三产业比例均小于第二产业。另一方面,从产业区位商来看,除上海、江苏、浙江、江西、重庆外,其余 6个省市的区位商最

大的为第一产业;且除上海、贵州、浙江外,其余地区的第三产业区位商均小于 1,主要是这些省市地处内陆,与沿海及国外交流较

为不便,导致这些地区第三产业不具备发展优势;此外第二产业方面,云南、贵州的第二产业区位商还小于 1,主要是受制于自然条

件因素,工业发展受阻。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工、农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较慢,产业结构整体上存在低度

化。 

3.2产业结构同质化 

产业结构同质化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中,不同地区未能依据本地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来选择不同特色的产业发展模

式,而是背离区域产业合理分工的规律,片面追求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导致“大而全”、“小而全”、自我循环、自我封闭

的趋同型产业结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除上海外,其他地区产业构成较为相似,江苏、浙江的产业构成基本一致,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四川的产业构成也大致相同;除上海外其他各省市三次产业区位商构成大致相同,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产业,基本上是

三次产业同步发展,主要是各地之间资源、要素交流不够,加之各地政府盲目追求总量提高,忽略了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可见,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存在同质化现象,各地区过于重视产值的提高,忽略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不利于长江经

济带各省市实现优势互补,不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从而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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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产业布局不合理 

从产业地域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由沿海至内陆方向基本为服务业—工业—农业的发展格局(见图 2),但服务业仅上海存在

较大优势,工业最大优势产业的地区为重庆,其余地区农业为第一优势产业,工业为优势产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布局模式较为简单,内部差异化并不强,区域分工不明显。各地区以往主要以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的方式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撒网式布局”,各地未能利用本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产业结构体系水平不高,产业

布局不尽合理。 

 

图 2长江经济带主导产业分布图 

4 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制度安排建议 

4.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 

由于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蕴藏、历史因素等存在差异,因此各地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于是,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必然会形成区域分工。各地区的大量实践表明,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促进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长江经济带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必须根据区域专业分工原则,

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同时,要突出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尽快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按照市场需求选择重点开发区域,合理安排开发顺序;按照点轴发展的模式加快构建区域产业体系,在培育地区主导产业的

同时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的空间合理布局。 

4.2建立区域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探索产业转移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协同机制 

产业转移是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对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区域间经济关系的优化

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深刻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

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具备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而长江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地区则正面临着资本市

场饱和的问题,积极促进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内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西部已经具备了承接产业市场转移的能力,再加上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为目的的各种政策引导,东西部产业转移正进入大

规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过去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种制度方式由于存在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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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脱轨、管控不力、寻租现象严重等问题,致使地方政府片面追求产业高端化,出现产业同质化现象,导致国土空间配置失调。 

为努力破除东西部区域产业转移的阻碍因素,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顺利进行,应进一步建立区域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

制度,探索产业转移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协同机制。今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适当向专项性转移支付倾斜,探索建立长江

经济带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发展专项性转移支付,用以支撑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充分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发展优势产业,促进长

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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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引导

区域间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各地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空间布局合理化。 

4.3改革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明确政府在区域产业布局上的引导作用 

政府在区域产业布局上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过去单方面依据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政府绩效考核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经

济的良性发展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在今后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布局中,应加强土地和岸线管理,推行集约节约使用土地资源

和岸线资源,加强规划引导,促进有效产能向优势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改革政府绩效考核制度,重点是强化环保节能

和安全约束,严格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差别化的环保准入和管理政策。秉持“红线”

思维,进行产业布局合理性评价,以规划控制产业布局区位与范围,实现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利用,逐步破除地方政府

热逐“土地财政”而忽视产业升级的难题。 

长江经济带的空间结构是特殊条形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全流域开发约束较高。所以,优化产业布局是缩小长江经济带内

区域经济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长江经济带存在产业结构低度化、同质化,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

长江经济带各省协调发展。为了使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拥有更广阔的平台,应尽量避免产业安排同质化,尝试在区域内部建立产

业转移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协同机制,以破解地方政府热逐“土地财政”而忽视产业升级的难题,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

地区资源比较优势,建立区域产业发展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并改革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以促进区域专业化分工,明确政府在国土空

间开发中的引导作用,真正实现流域内各省联动,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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