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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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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历来就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此更是高度重视，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该文以长江经

济带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按照经济新常态的思维，提出从改革创新、打造立体综合交通走廊等五个方面加快推

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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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对建设长

江经济带高度重视，多次实地考察长江流域省市，并

作出具体指示。2014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重庆主持召开沿江11省市区负责人座谈会，研究

依托长江这一中国的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

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起新的重要引擎。这

次座谈会，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建设长江经济新支

撑带的序幕。随后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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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国家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实际，在中国经济

进入新常态的状况下，我们认为，长江经济的发展应

当选择以下几条推进路径。

1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建设长江经济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GDP年均增长9．8％，增长速度

和高速增长持续的时间均超过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

和韩国。目前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形成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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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三大具有国际影响的制造

业基地。但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也给中国带来

了诸多问题：一是资源大量消耗，主要工业原材料国

际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二是环境质量显著下降，雾霾

频发，河流干涸，水华蓝藻蔓延。显然，传统的发展

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

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

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面对着资源环境瓶颈、产能过剩的局

面，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长江经济带

的推进路径显然不能简单重复过去30多年的老路，

因为这样的路子既没有出路，也不是国家希望看到

的和规划的目的。而是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站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以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

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重

点。具体而言，建设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

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带11个

省市要凭借着自身资源尤其是水资源丰富、生态环

境条件好、人力资源素质高等优势，按照科学发展

观，按照对经济新常态的新要求，创新发展思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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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模式，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绿色生态

建设，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安全、注重结构优化，为实

现中国梦探索出一条打破行政区分割、打造中国经

济升级版、能够确保整个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

的新模式。

2 以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为突破口，合力构建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目前，长江经济带铁路(包括高铁)、水运、公路

(包括高速公路)、航空、管道等多种交通运输齐全，

且具相当基础，初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一条运

输能力巨大、低碳节能的长江，目前水运量居世界大

河之首。但由于中上游沿岸的部分以及支流的绝大

部分航道等级偏低，码头设施建设滞后，开发利用的

潜力仍然巨大。因此，开发利用好长江这条黄金水

道，是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首要任务。但目前

长江航道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下游岸线资源基本开

发殆尽，中游航道不畅、能力不高，上游大部分地区

航道等级低甚至还不能通航，大部分二三级支流航

运萎缩等。

以长江航道为例，虽然长江干流总长6 300公

里，但目前的干流通航里程不足3 000公里。其中

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已经完成，5万吨海

轮可直接到达；武汉至安庆段航道维护水深只有

4．0—6．0米，导致武汉以下万吨级海船无法常年抵

达；荆江部分水道最宽处达2 300米，但能够通航的

宽度仅有80米，水深仅能达到3．7米，枯水季节则

只能勉强通行3 000吨级的船舶；荆江航道与宜昌

三峡大坝以上至重庆的4．5水深航道也不能顺畅衔

接，制约了长江航运的发展。又如长江三峡枢纽能

力严重不足，上中游衔接不畅。三峡船闸提前19年

达到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已达到饱和，

成为长江上游与中游顺利衔接的最大瓶颈，严重影

响了长江航运的快速发展。这种航道标准不高、且

上中下游不衔接的结果一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绝大外

贸出口只能先用较小的船只运到上海或其他沿海港

口，然后中转，导致成本增加、交货时间延长；二是上

游地区船只通过荆江河段时不得不大幅度减载，成

本、时间大幅度增加，航行安全水平降低；三是支流

等级水平更低，与干流难以无缝对接。

此外，在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江经济带范围之

内，中上游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下游的部分地区，现

代化的基础设施还比较缺乏，铁路、公路和通信网络

等级低(如西南地区目前尚未无高铁运营)、密度较

小，甚至部分平原、低丘县市都至今没有通高速公路

和铁路如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石首市、监利县。由

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导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生

态环境造受破坏，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省市的

平均水平。

建设全流域的黄金水道和合力构建长江经济带

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就是要围绕制约这些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障碍形成高效、统一、互联的水运通道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首

先，从国家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重视沿江通道建

设，优先推进水运发展，通过优先推进水运发展来支

撑流域开放开发。以长江口、长江中游航道为重点，

加快长江深水航道治理；以湘江、汉江、赣江为重点，

加强重点支流航道建设；以三个航运中心为重点建

设一批现代化的港口，以及依托港口的物流园区和

加工业园区；加快实现水运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其次，要继续加强以客运专线、高速公路为骨干的现

代化立体交通建设，实现客运零距离、货运无缝对

接。要通过建设翻坝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与三峡

船闸一道构建综合翻坝运输体系，彻底解决三峡瓶

颈问题。第三，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打破利益保护，

制定整个经济带综合运输规划，统一调度运力，统一

使用资源。第四，统筹水运、铁路、公路、航空、管道

建设，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建成安全便捷、绿色低碳的

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增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

支撑力；以加快建设上海一杭州一南昌一长沙一贵阳至

昆明的沪昆客运专线，改造升级上海一南京一合肥一

武汉一重庆至成都的沪蓉客运专线，连通南北高速

铁路和快速铁路，形成覆盖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快

速铁路网。以上海至成都、上海至重庆、上海至昆

明、杭州至瑞丽等国家高速公路为重点，建成连通重

点区域、中心城市、主要港口和重要边境口岸的高速

公路网络；建设以国家高速公路为骨干、上海、南京、

武汉、重庆和成都为枢纽的、连通重点区域、中心城

市、主要港口和重要边境口岸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议

以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为中心的，包括铁

水、公水、空铁、水水等多式联运，提高集装箱和大宗

散货铁水联运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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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构筑世界最大

超级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连绵3 000多公里，沿线分布着长

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等三个

一级城市群和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包括

2个直辖市、9个省会城市以及一大批人口众多、经

济实力雄厚的大中型城市如苏州、宁波、无锡、芜湖、

九江、宜昌、襄阳等。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随着

沪宁、沪杭、宁杭高铁三条高铁通车，以上海、南京、

杭州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地区高铁网络基本形

成，“一小时经济圈”也同时形成。加之区域之内的

高速公路、航运等交通线路密度大、通过能力强，城

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往来

密切，经济分工合作比较明显，城市群已经进入到一

个比较成熟阶段，被广泛认为是“世界第六大城市

群”。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

群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水平接近，风俗习

惯类似，文化背景差异较小，拥有宽阔的合作机遇和

发展前景，但目前的城市之间尤其是位置相邻的一

些经济欠发达的县市互联互通还没有完全实现，产

业分工不足、竞争有余，城市特色还不是非常清晰，

合作意愿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沪昆高铁南昌一长

沙段建成通车，武汉、长沙和南昌三个中心城市2小

时经济圈基本形成。成渝城市群近年来发展很快，

城市群内交通线路的等级、数量显著提升，但总体水

平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

显，交通联系比较密切，包括投资、贸易、产业的经济

联系与互动日益频繁，但与建设世界最大的超级城

市群的目标相比，差距还很大，需要从产业分工、城

市功能、交通线路、人口流动等众多方面进行全方位

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形成。

4 建设长江经济带要干支结合，实现流域的

协调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

区域发展不均衡、内部差异大是长江经济带的

重要特征，一业独大、一城独大的现象非常普遍。从

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看，上海市的国际大都市地位

突出，2013年人均GDP达到74 515．81元，而最低

的贵州省仅为22 862．04元，只有上海的30％。同

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实力最强的江苏省GDP

达到59 161．75亿元，而贵州省为8 006．79亿元，两

者相差7倍。从一个省市内部看，省会城市和部分

发达城市建设得富丽堂皇，现代化程度高，而广大乡

镇则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二、三产业水平很低，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武汉、成都

的城市首位度居全国前列。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主要

目的之一，就是加快整个流域尤其是中上游的发展，

逐步缩小流域差距。为此，国家要在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均等化、集中连片扶贫、生态环境治理与保

护等方面等方面向中上游欠发达地区倾斜。

目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干流沿线经济发

展水平普遍较高，交通运输条件也较好，而一些支流

尤其是远离干流的山区、库区则要差很多。实现长

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树立“流域一盘棋”的

思想，更加重视支流及广大腹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发展，如疏浚淤塞河道、提高航道等级，建成多

个区域性航道网，让节能、节地的水运通达流域的广

大地区，从而充分发挥全流域黄金水道的作用。还

有，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丹江口库区及上游

地区淹没损失严重，移民搬迁安居致富的任务繁重，

未来发展受到严格限制；汉江中下游则由于水量减

少1／4以上，环境容量降低约26％，未来产业发展

与布局、城镇建设、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诸多

制约。对这个为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的区域，建议国家在建设长江支撑带过程中，

作为开发的重点和试点。支持汉江核心城市打造包

括铁水公空管在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支

持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其新型工业化步伐，支持其

生态环境保护、低碳城市建设等。

5 以合作开放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长江中上游地区的

对外开放条件不如沿海，引进外资、对外贸易额、与

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与长三角

相比差距非常大。这也是导致流域内部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性大在重要原因。与沿海的深圳特区、浦东

新区、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区等地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示范区，它们凭借着先行先试

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

前列不同，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无论是理念还是

政策或是实际举措等方面落后较多，改革开放的主

动性差，收获的改革开放的红利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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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长江经济带的开发水平，就是要改变长期

以来形成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实现“两头

开放”，即在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开放引

领作用的同时，以云南为桥头堡，建设向西开放的国

际大通道，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国家的经济

合作。经济带11个省市，应当借鉴上海自贸区经

验，以通关一体化为突破口，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

台，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全面提升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经济水平。

长江流域扩大对外开放具体路径，一是要以航

运、外贸、投资、保税区等为平台，如加大渝新欧、汉

新欧等向西开放通道建设，扩大对丝绸之路范围；二

要加大中上游城市如武汉、重庆、泸州等地外贸船只

直航日韩、东南亚的开拓力度；三要显著增加中上游

保税区等特殊海关监管区数量，复制上海自贸区经

验和模式，逐步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建设各具特色

的自贸区，并且以开放促进整个流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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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motion Path of Yangtze砒Ver Economic Belt

PENG Zhimin

(月曲西Aco如啊矿．soc捌sc如M酷，耽地，l胁舭i Pro”i，删30077，吼iM)

Abstn比t：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akes extremely imponant posi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new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pmvides a clear direction by issuing

the basis of guidance to pmmote the golden watelway of the Yan殍ze River Economic Belt．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under the idea of，new nornlal7，the paper proposes the suggestions in five as—

pects ref毛而ng to refo珊and innovation，the integrated transport corridor and so on．

Key worIlS：Yan殍ze RiVer Economic Belt；guidance；pmmo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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