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另U策龙0
Specials

关于“长江经济带’乙“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

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3年7月21
日，习近平考察武汉新港时指出

“湖南要发挥作为东2即z．，-7口1．海地区和中西部地

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发经济带结

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

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

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

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_2013年11
月3日至5日，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指出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强调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

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

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

陈建军

2013年以来。中央决策层关于

建设国家重点战略区域长江经济

带的设想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北时

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

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

黄金水道”。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国

家战略意图：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

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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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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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水道为纽带，横贯东中西部

的经济带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国家

区域战略韵出台和选择有了新思路，

具有重雯的日寸代意义。

我国的国家区域战略越来越具有

目标针对性和区域适应性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资源和人

口与产出水平分布的不均衡、历史

文化传统的地域陛差异，以及由此

导致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决定

了中国的中央决策层必须针对不同

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和

政策。以便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经

济。这就是国家区域|生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个时

期，我们的国家区域战略基本上是

二分法、对冲型的区域均衡发展战

略，即参照经济地理学上所谓的

黑河一腾冲线，将国土区分为沿海

和内陆两大区域，在国家层面推行

对人口分布相对稀少、经济相对欠

发达的内陆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投资

的区域分布都是内陆地区大于沿海

地区。80年代以后，适应对外开

放的需要，国家推出了沿海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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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

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

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一东盟

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2013年10月
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

表重要演讲时指出

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

略。1986年，为了进一步明确国

家区域战略的区域差异性。全国人

大立法区分了我国的政策性区域为

东中西三个部分，这标志着我国的

国家区域战略开始摆脱了简单的二

分战略，而进入了一个分类指导的

时代，这也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

来，地区发展差异的多样化趋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针对沿海地区

和内陆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事

实，中央决策层提出了“西部大开

发”战略，以后又提出了“中部崛

起”的国家区域战略。针对东北地

区相对独特的改革和发展状况，又

将在改革开放前属于沿海地区的东

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区域，推出

了“东北振兴”战略。这种国家区

域战略和政策区域的细分化趋势。

在2005年以后进入了新阶段，从

2005年到2014年4月，国务院先后

主导发布和批复了53个带有国家区

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批复文件等，

大的如“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

小的如“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

验点”。这表明了我国的国家区域

战略越来越具有目标针对性和区域

适应性。但大量针对特定地区或为

了实现特定目标的国家区域战略的

推出，也带来如何在关联区域内协

调或者联动这些战略的问题。

近年来支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些基础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

化，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交通通

讯等基础设施的长期持续大量投资

产生的累积性效应，特别是高速

铁路网的形成和江海联运网络的形

北京

成，改变了我国传统的相对静态的

区域发展格局，使得要素资源在不

同属性的区域间的快速流动成为可

能。大大缩短了不同地区间的时空

距离，从而为重塑区域发展的格

局，特别是推动区域间的发展联动

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这样的背景

下，如何将东中西发展战略和各类

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联动化，进一

步增加其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联动

效率，并和其他的国家发展战略，

包括推进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

略、东西双向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

区发展战略等紧密结合，就成为中

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新选择。长

江经济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上

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它标志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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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区域战略选

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始重

视不同地区间的联动效应及整体

性特征。

首先，长江经济带战略实现了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联动。通过长江

水道和业已贯通的沪汉蓉沿江高速

铁路网，联动东中西三大发展区

域，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

动力。

长江流域9省2市，是一个典型

的横贯中国大陆的雁行发展形态。

从人均产出比较来看。东部长三角

苏浙沪地区，人均产出已经达到

1．3—1．5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

准，已经进入了发达地区的行列；

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重庆市，

人均产出为6-7千美元，和中国大

陆的平均水平齐平；西部的贵州云

南，人均产出还只有3—4千美元。

这种发展水平的梯级形态，如果孤

立地看待，会被认为是消极的地区

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标

志，但如果把它连接成一个整体空

间来看，它恰恰体现了中国作为一

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并因此

具有资源要素禀赋和市场多样性的

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后

劲。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达国家之

所以能够继续繁荣，东亚和东南亚

以及其他一些原本处于发展边缘地

区。但又有较好的国际贸易区位条

件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较

快地发展起来，这和它们之间的要

素流动、产业转移以及市场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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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切，在

中国的长江流域，在长江经济带内

部就能实现，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第二，它将联动长三角、大武

汉(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

群，由此撑起三大发展区域的骨

架，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长江沿岸

城市带。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的

界定，从最初长江水道经过的7省2

市，拓展到包括浙江和贵州的9省2

市，一方面更完整地涵盖地理学意

义上的长江流域，同时也更加突出

了以三大都市群为主要架构支撑长

江经济带的内容重心。

国家经济带的形成是具有内在

的社会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内生

机制的。如长距离低成本的航运线

路和充裕的水资源的存在，容易形

成空间上的点轴发展模式，有利于

要素和产业集聚，同时降低城市间

的运输成本，推动区域与城市间的

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以及市场

的一体化，形成不同城市和地区间

轻重工业和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格

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它联动了“两带一路”

的国家区域战略，使之具有了整体

特征。长江经济带连接东海出海口

和西部云南口岸，把对东部的开放

和对西部、西南部(中印半岛和印

缅)开放，以及通过渝新欧大通道

与对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地区的开放

连接起来，从而使得中国打造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

设想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中国的

发展和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近30

多年，中国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于东

部地区，由此形成了目前这种沿海

地区一马当先的区域发展格局，但

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得中

国不仅需要对东部沿海的发达国家

和地区开放，还需要加强对西部、

西南部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

及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和地区的联

系，求得东西部双向开放的平衡，

谋划东西联动、以我为主的国际化

发展战略的新格局。显然，推动长

江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是实现这个

战略的关键步骤。

第四，它将有利于发挥上海自

由贸易区建设对长江流域的示范带，

动作用。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新时

期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举措，将通过

长江经济带的打造，从功能拓展和

制度引领两个方面带动中国的内陆

地区的改革开放。长江经济带中，

上海具有突出的龙头引领作用，

因为上海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中国沿

海经济带的交汇点，同时也是长江

经济带上最大和功能最为完善的城

市。上海自贸区的功能辐射和制度

创新引领将通过上海、长三角经济

影响力层层扩散，对整个长江经济

带的改革开放形成带动和示范作

用。长江经济带的形成本身就是和

要素的自由流动、贸易的自由化及

市场的一体化密切相关，通过上海

自贸区的改革实践和示范引领。将

为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走出一条政府

引领、市场推动、企业主导的区域

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凰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

心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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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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