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
第２３卷第１期　２０１３年１月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０

长江上游经济区与成渝经济区的耦合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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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上游地区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交
通不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同时，由于生态脆弱地区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其

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要求，加快

长江上游有条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论对促进长江全流域及区域协调发展，还是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区域发展格局看，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成渝经济区的外延扩展，而成渝经济区

是长江上游经济区的支撑，长江上游经济区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向则是西南及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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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长江上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的外延

扩展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国家始终坚

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原则，选择基础条件好、

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作为重点开

发地区，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继而带动周

边地区的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

和成渝经济区先后上升到国家战略，十分清晰地表

明了国家的这种意图。随着成渝经济区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对黔北、滇东、川西等地区的辐射带动能

力也会逐步加大。鉴于成渝经济区在我国西部大

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

成渝经济区腾飞之时，也将是我国西南地区崛起

之日。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作为深入推进西部大

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提出把

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

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

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

障区，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

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要求“依托中心城市和长江黄金水道、主要陆路交

通干线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做出了“加强重庆

港主要港口和泸州、宜宾、乐山港口建设”以及“推

进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的安排。促进成渝

经济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发挥其在西部

大开发的辐射带动作用，除了加快其自身的发展和

一体化之外，还要带动西部地区发展。

成渝经济区的南部边界是长江。长江以南是

贵州省西北部地区的毕节、六盘水和云南省东北部

地区的昭通市，与成渝经济区一江之隔，是经济欠

发达地区，也是成渝经济区毗邻的地区。我们将重

庆、泸州、宜宾、内江、自贡、乐山、毕节、六盘水、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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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９个城市界定为“长江上游经济区”。重庆宣称
自己是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经济中心，如果没有这一

经济区，当然就无所谓“中心”。这些地区都是重庆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辐射区，但重庆市的带动作用并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立足于长江上游干支流的综

合开发、区域经济的对内对外开放和一体化建设，

是成渝经济区也是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立

足点。所以，应将长江上游经济区作为成渝经济区

的扩展区，以长江为主轴进行规划，使其长江以南

地区经济社会能在重庆市的带动下实现健康、快

速、可持续发展。

长江上游经济区既是以长江上游干流为纽带、

经济社会关系密切的一个跨省市区域，又是整个长

江经济带上一个尚未进行综合开发规划和建设的

区域。这个区域不仅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而且可

以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综合开发提供重要支持，为

缩小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发展差距和国家实

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做出重要贡献。长江上游经

济区应与整个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区实现一体

化发展，并与川渝滇黔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相

协调。

长江上游地区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

不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

落后；同时，由于生态脆弱地区人类活动不断加剧，

其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因此，按照《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要

求，加快长江上游有条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论

对促进长江全流域及区域协调发展，还是对促进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上游经济区虽然水能资源、煤炭和硫磷等

矿产资源丰富，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能

源、原材料基地，但由于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优

势。川南地区、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以及

云南省的昭通市至今还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

域。开发水能、矿产等优势资源，优化水矿资源的

配置，加快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建设，发挥资源优

势，并建立符合本地特色的加工工业，逐步提高资

源深加工水平，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等需求量大、运

输量高的产品和项目，不仅有助于缓解云、贵、川、

渝对外交通运输的压力，克服地区产业同构的现

象，而且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资源，促进沿

海与内地以及长江中下游与上游地区因地制宜、合

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降低物

流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通过水电开发，使长江宜

宾至重庆河段梯级渠化，不但可以极大地促进长江

内河航运发展，对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加快长江上游经济区

优势资源的开发与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建设，不仅

有利于优化配置长江上游经济区的资源，而且有利

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

中的地区①，也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

重点地区。仅六盘水市、毕节地区和昭通市的贫困

人口就占全国贫困人口的７．０７％。这三个地市农
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６０％左右，昭通
市甚至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地处内

陆，交通闭塞，人才短缺，资源开发利用受到限制，

经济发展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沿海省市等经

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改善对外交通条

件，促进该地区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将资

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这些地区的造血

功能，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而

且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统筹规划建

设高效节能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加快长江上游

经济区发展的重要举措。对长江上游经济区来说，

首要的课题就是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

利用水运优势建设一个水陆联运和通江达海的运

输系统。通过这样一个运输系统，将有利于促进区

内外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把经济区内彼此分隔的

工业园区和城市、农村紧密地衔接起来，发展分工

合作、互惠互利的区域经济，进而可以更好地实现

长江上游经济区与国内发达地区乃至国际经济的

大循环，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由于该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及不合理的耕作

方式、过度的采伐和人为破坏，长江上游森林植被

不断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水源涵盖能力下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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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地区洪涝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因

此，要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修复为主的原则，加大

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快长江上游经济区的发展，

加快城镇化进程，吸引高山区人口到沿江城市就

业，大幅度减少生态脆弱区的人类活动，这样才能

根本消除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

威胁。

二、成渝经济区：长江上游经济区的支撑

成渝地区地处四川盆地，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适

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古称“天府之国”。三国时期，

蜀国曾在成都建都。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曾迁

都重庆，沿海地区工商企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大

规模内迁，使重庆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中心，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内

河航运业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重庆作为长江上游

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新中国建立后，成渝地

区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在重庆、成都及

成渝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国防工业和基

础设施建设，现代工业技术、现代工业文明又一次

大规模向成渝地区转移，使成渝地区成为国家最重

要的战略后方基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已永远

成为历史，已建成的铁路有宝成、成昆、成渝、成万、

襄渝、渝黔、内昆、渝怀等；已建成的高速公路有成

渝、成广（元）、成南、成雅、成乐、内宜、内泸、广（安）

渝、达渝、成灌、渝万、渝涪、渝黔（雷神店）等；内河

航运也非常发达，有重庆（包括九龙坡、寸滩、朝天

门、长寿、涪陵、万州）、泸州、宜宾、乐山四大港口，

３０００吨～１００００吨级船队可与长江中下游直接通
航；机场除成都、重庆两大枢纽机场外，近年来先后

建成了绵阳、广元、南充、达州、宜宾、泸州、西昌、攀

枝花、九寨沟、五桥、舟山等十几个支线机场。成渝

地区的内外交通已形成四通八达、快捷便利之势。

成渝经济区内现有高等学校６０多所、中等专业学校
２００多所、各类科研院所１７００多个。毫无疑问，这
是我国西部地区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

２００３年，国家发改委重点课题《协调空间开发
秩序和调整空间结构研究》①报告中提出：“成渝地

区是我国西部地区人口与城镇数量最密集区域，也

是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最为发达区域。建议加快

整合成渝地区，使成都、重庆两大增长极转化整合

成一条巨大的增长轴，并使此增长轴具有两个单增

长极所不具有的功能。加快改革开放的力度，使成

渝迅速成为中国西部高速城市化地区、经济活跃地

区和带动周边经济健康发展的地区。”（见２００３年
研究报告第１７页）“十一五”期间，成渝经济区作为
区域规划的试点地区，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区域

规划。

国务院批准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涵盖重庆３１个区县和四川１５个市，总
面积２０．６１万平方公里，人口９８４０．７万。规划指
出：“成渝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聚

集区，自然禀赋优良，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

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新形势下加快成渝经济区发展，对于深入推进西

部大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家综合

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

空间布局，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统筹城乡改

革，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构建

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从中不难看出，《规划》的

意义有三个：一是推进西部大开发；二是推动区域

一体化发展；三是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保障。西

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十年，新的十年，需要新的举

措，将成渝经济区打造成为西部的高地就是新的举

措。重庆直辖后，发展势头很猛，与长江上游地区

的其他城市逐渐拉开了距离。成都急起直追，城市

规模急剧扩大。但偌大一个区域，仅靠两个城市是

不够的，需要构建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大中小城

市协调发展，需要和云南北部、贵州北部实现区域

一体化发展，并辐射带动更大的区域。长江上游地

区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如何在加快区域发展的

同时，使生态环境不受影响并得到有效保护，这是

人们非常担忧的问题。通过区域耦合与互动，使成

渝经济区向长江南岸扩展与辐射，使长江沿岸的城

市在产业集聚的同时增加人口的集中，进而减少生

态脆弱地区的人类活动，才能从根本改变长江上游

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三、西南及东南亚地区：长江上游经济区

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向

近年来，随着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对外开放

和通道建设的加快，重庆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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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紧密。发挥以重庆为核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区的

辐射带动作用，尤其是加快长江上游经济区的资源

开发与经济发展，将有力推动西南省区市之间的联

合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区域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

术交流中的整体竞争力，更有利于我国开展与东南

亚的合作。

澜湄次区域合作是中国西南部与澜沧江下游流

经的国家与地区的合作，参与合作的国家有中国、泰

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共六个国家。云南、广

西两省区是澜湄次区域合作的前沿，但两省区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与次区域其它国家产业具有同构性，经

济落差不明显，缺乏合作的基础。再加上两省区与次

区域内其它国家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相差不大，

农产品的互补性也不强。实际上，通过两省区口岸出

口的农产品大部分都是国内其它地区的苹果、梨、桃、

葡萄、柑橘等，进口的农产品大多数也是销往全国

各地；工业品中，中国对次区域其他国家出口的钢

材、机械产品、纺织服装等大多数都来自云南、广西

之外，而进口的煤、原油、橡胶等也是销往全国各

地。同时，两省区自身财力不足，迫切需要外来资

金，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开展国际合作。长江上游

经济区产业基础雄厚，农产品丰富，与东南亚各国

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应主动参与澜湄次区域合

作，并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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