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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一个国土综合开发区 ,是从攀枝花到宜昌的长江干支流所流经的沙丘、平坝

地区所在的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础的空间地域体。长江上游经济带由成渝经济区、三峡库区和长江上游江

南地区三部分区域构成 ,其中成渝经济区是其核心区。成渝经济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

力 ,是西部大开发的火车头 ,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基地和 21世纪发展中的重要增长极 ,也是国家实施“五个统

筹 ”方针的关键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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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ope of the Econom ic Zone a t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and Its Core Econom ic Reg ion

L IAO Yuan2he

( Yang tze U p river Econom ic Resea rch Cen ter, Chongq ing Techno 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 ing 400067, China )

Abstract: The econom ic zone at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is a comp rehensive develop ing zone and is a space region based on

counties’adm inistrative units from Panzhihua to Yichang through hills to p lain. The econom ic zone at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is composed of Chengdu2Chongqing Econom ic Zone, Three Gorges Zone, and South Zone at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and Chengdu2Chongqing Econom ic Zone is the core. Chengdu2Chongqing Econom ic Zone has special advantages and huge econom 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s the locomotive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s China’s strategic rear site and important growth pole in the 21st

century development and is one of key areas which imp lement five overall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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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 ,但

它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区 ,也还没有明确它的范

围 ,这就使它很难纳入国家规划。对长江上游经济

带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和加快建设 ,是实施西

部大开发的需要 ,也是振兴长江流域经济的需要 ,

它对于制定国家的“十二五 ”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也

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长江上游

经济带主要涉及四川、重庆、贵州三省市 ,是川渝黔

合作的基础和共同利益所在。

一、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范围和性质

长江流域指长江干支流的集水范围 ,即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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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也称流域面积 ,为 180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陆地

面积的 18. 8% ;包括西藏、青海、云南、贵州、重庆、

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

苏、浙江、上海、广东、广西、福建 19个省、直辖市和

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区域。

长江流域的自然分界线 ,北以巴颜喀拉山、西

倾山、岷山、秦岭、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为界 ;南

以云岭、鸡足山、乌蒙山、苗岭、南岭为界 ;东南以武

夷山、石耳山、黄山、天目山等为界 ,分别与黄淮水

系、珠江水系、澜沧江水系和闽浙水系区分开来。

从自然地理区划来看 ,长江从发源地到湖北宜昌的

干支流域面积为长江上游地区 ;从湖北宜昌到江西

湖口的干支流域面积为长江中游地区 ;从江西湖口

到出海口的干支流流域面积为下游地区。但是从

长江航道的划分来看 ,则另有一种标准 :从四川宜

宾市到湖北宜昌市 ,全长 1 044公里 ,也称川江 ,最

小水深 1. 4米 ,被习惯称为长江上游航道 ;从湖北宜

昌至武汉 ,全长 626公里 ,最小水深为 1. 8米 ,被称

之为长江中游航道 ;从武汉以下的 1 143公里 ,被称

之为长江下游航道。

长江上游经济带既不能按照自然地理的标准

来划分 ,也不能按照长江航道的标准进行划分。如

果按照自然地理的标准来划分 ,那么 ,长江上游地

区将包含西藏、青海的一部分 ,显然太大 ;如果按照

长江航道的标准进行划分 ,宜宾以上航道不通现代

轮船 ,将把攀枝花市排除在外 ,范围又太小。从南

北范围看 ,如果把攀枝花到宜昌的长江干支流所流

经的地区的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础的空间地域都

纳入长江上游经济带 ,那么就会把贵阳的部分区域

和陕南及陇南的一些县市也划在内 ,但贵阳属于西

部大开发的南贵昆经济带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中心

城市不宜和南贵昆经济带中心城市重叠。

因此 ,我们需要确定经济区划的性质和界定原

则。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关于经济区划 ,理论界形

成了两大派别 ———地理学派和经济学派。地理学

派认为经济区有确定的边界 ,强调按自然条件的相

似性和完整的行政单元进行经济区划 ;经济学派认

为 ,经济区是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集聚的结果 ,

没有固定的边界 ,经济区是范围是可以相互重叠、

交叉的。

本文认为 :经济区是有着内在紧密经济联系和

分工、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近的空间地域综合体 ,

可以按照下述五大原则进行经济区划 :一是经济发

展同阶段原则 ;二是经济发展带动性原则 ;三是经

济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形成内在的紧密的经济联

系和分工 ;四是经济区内有着一个或数个大的中心

区域作为发展极或增长点 ;五是经济区的基本行政

单元以县为单位 ,它既打破了省际的界限 ,又保持

了行政区划的相对完整性。

按照上述原则 ,长江上游经济带不是一个经济

区 ,而是一个国土综合开发区 ,国土综合开发区的

基本特点是自然条件的相似性和内在联系性。这

一国土综合开发区是从攀枝花到宜昌的长江干支

流所流经的沙丘、平坝地区所在的以县级行政单元

为基础的空间地域体。

按照本文的划分 ,长江上游经济带跨四川、重

庆、云南、贵州和湖北五省市 ,它包括湖北的宜昌市

及所属的长阳县、秭归县和恩施州的巴东县和长江

支流清江所流经的建始县以及利川市、恩施市 ,共 7

个县市 ;在重庆境内 ,则包括重庆主城九区和江津

区、永川区、南川区、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

县、綦江县、双桥区、万盛区、涪陵区、黔江区、万州

区、武隆县、彭水县、石柱县、长寿区、梁平县、忠县、

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璧

山县、垫江县、丰都县 38个县级和县级以上行政单

元 ;在四川境内 ,则包括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

阳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眉

山市、宜宾市、广安市、达州市、雅安市、资阳市、凉

山州和攀枝花市的 120个县级行政单元 ;在云南境

内 ,则包括巧家县、永善县、缓江县和水富县 ;在贵

州境内 ,则包括遵义市所属的全部 14个县市区。整

个长江上游经济带包括 183个县级行政单元。长江

上游经济带的县级以上行政单元如表 1所示 :

根据表 2,长江上游经济带面积为 30. 96万平

方公里 ,占西部地区 12省、区、市总面积的 4. 5% ,

占全国总面积的 3. 23%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人口为

12 131. 86万人 ,占西部总人口的 33. 42% ,占全国

总人口的 9. 18%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 GDP总额为

15 454. 8亿元 ,占西部 GDP的 32. 29% ,占全国 GDP

的 6. 19%。长江上游经济带的面积不到西部的二

十分之一 ,却集中了西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集

中了西部四分之一的 GDP,它北连甘陕 ,南接云贵 ,

东临湘鄂 ,西望青藏 ,在西部三大重点区域经济带

中居于中部 ,是西部三大经济带中经济实力最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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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条件最好的区域。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 ,可以

将四川、重庆、贵州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可以使川

渝黔合作进入目标明确的新阶段 ,还可以使川渝黔

合作上升到国家大战略的更高层次 ,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表 1　长江上游经济带行政区划表

省 (直辖市 ) 地区市 (县 ) 具体区县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巴东县、利川县、恩施市、长阳县、建始县

四川

成都市
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 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都江堰市、

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双流县、郫县、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

自贡市 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荣县、富顺县

泸州市 江阳区、龙马潭区、纳溪区、泸县、合江县、叙永县、古蔺县

德阳市 旌阳区、广汉市、什邡市、绵竹市、中江县、罗江县

绵阳市 涪城区、游仙区、江油市、安县、梓潼县、三台县、盐亭县、平武县、北川县

遂宁市 船山区、安居区、蓬溪县、射洪县、大英县

内江市 市中区、东兴区、资中县、威远县、隆昌县

乐山市 市中区、五通桥区、沙湾区、金口河区、峨眉山市、犍为县、井研县、夹江县、沐川县

南充市 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营山县、仪陇县、蓬安县

眉山市 东坡区、仁寿县、彭山县、洪雅县、丹棱县、青神县

宜宾市 翠屏市、宜宾县、南溪县、江安县、长宁县、高县、筠连县、珙县、兴文县、屏山县

广安市 广安区、华蓥市、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

达州市 通川区、万源市、达县、宣汉县、开江县、大竹县、渠县

雅安市 雨城区、名山县

资阳市 雁江区、简阳市、安岳县、乐至县

凉山州 雷波县、金阳县、布拖县、会东县、会理县、宁南县

攀枝花 东区、西区、仁和区、米易县、盐边县

重庆市

市辖区
万州区、涪陵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

区、双桥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黔江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

县
綦江县、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武隆

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彭水县

云南 巧家县、永善县、绥江县、水富县

贵州 遵义地区全部市县区共 14个单元

表 2　2007年长江上游经济带基本数据

省 市 面积 /万平方公里 年末总人口 /万人 非农业人口 /万人 非农业人口 /比重 %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湖北

宜昌市 2. 108 5 403. 0 75. 96 18. 85 820. 90 20 369. 73

恩施市 0. 396 7 74. 9 20. 54 27. 42 52. 86 7 057. 41

利川市 0. 461 2 72. 9 13. 89 19. 05 35. 22 4 831. 28

建始县 0. 256 9 45. 1 11. 86 26. 30 24. 10 5 343. 68

巴东县 0. 321 9 43. 5 8. 23 18. 92 27. 32 6 28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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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221

省 市 面积 /万平方公里 年末总人口 /万人 非农业人口 /万人 非农业人口 /比重 %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云南

巧家县 0. 324 5 54. 38 2. 72 5. 00 16. 2 2 979. 62

永善县 0. 277 8 38. 92 8. 25 21. 2 18. 04 4 635. 05

绥江县 0. 074 6 15. 70 2. 79 17. 8 6. 5 4 142. 36

水富县 0. 042 6 9. 55 2. 58 27. 02 21. 48 2 2487. 12

贵州

红花岗区 0. 062 2 54. 43 46. 67 85. 74 122. 28 22 465. 35

汇川区 0. 069 4 34. 18 24. 25 69. 66 69. 57 20 355. 30

遵义县 0. 409 2 117. 13 30. 71 26. 22 88. 07 7 519. 09

桐梓县 0. 318 9 67. 31 20. 42 30. 42 30. 45 4 523. 64

绥阳县 0. 256 6 52. 04 11. 39 21. 89 21. 92 4 212. 39

正安县 0. 259 5 61. 70 9. 91 16. 06 15. 03 2 436. 22

道真县 0. 215 6 34. 64 7. 18 20. 73 10. 98 3 169. 63

务川县 0. 277 3 43. 27 7. 81 18. 05 12. 37 2 858. 72

凤冈县 0. 188 3 42. 32 9. 38 22. 16 14. 45 3 414. 91

湄潭县 0. 184 5 48. 57 10. 48 21. 58 17. 48 3 599. 20

余庆县 0. 163 0 29. 93 7. 83 26. 16 18. 37 6 137. 75

习水县 0. 312 8 70. 78 11. 28 15. 94 30. 95 4 373. 37

赤水市 0. 180 1 31. 76 12. 21 38. 44 22. 04 6 938. 26

仁怀市 0. 178 8 61. 62 17. 71 28. 74 87. 53 14 204. 99

四川

成都市 1. 2 1 112. 3 595. 5 53. 54 3324. 17 26 525

自贡市 0. 4 322. 4 99. 1 30. 74 394. 15 14 166

泸州市 1. 2 489. 2 84. 9 17. 35 403. 9 9 474

德阳市 0. 6 385. 3 85. 8 22. 27 648. 4 17 789

绵阳市 2. 0 537. 9 133. 2 24. 76 673. 5 13 640

资阳市 0. 8 493. 2 68. 9 13. 97 373. 97 8 818

雷波县 0. 293 2 23. 8 1. 9 8. 0 15. 8 6 636. 51

金阳县 0. 158 7 15. 5 1. 0 6. 5 8. 36 5 390. 45

布拖县 0. 168 5 15. 1 1. 2 7. 9 8. 59 5 686. 89

宁南县 0. 166 7 18. 3 1. 6 8. 7 15. 8 8 630. 71

会东县 0. 322 7 38. 6 2. 6 6. 7 53. 35 13 822. 48

会理县 0. 452 7 45. 5 7. 4 16. 3 65. 34 14 361. 25

攀枝花市 0. 743 7 110. 1 59. 1 53. 68 349. 36 3 1731. 15

遂宁市 0. 532 5 383. 7 77. 3 20. 15 314. 49 8 196. 14

内江市 0. 538 6 423. 8 82. 1 19. 37 375. 58 8 862. 09

乐山市 (扣马

边、峨边 2县 )
0. 8048 318. 1 87. 2 27. 41 424. 35 13 340. 29

南充市 1. 247 9 742. 1 151. 0 20. 35 505. 25 6 808. 42

眉山市 0. 718 6 344. 5 80. 3 23. 3 335. 17 9 729. 11

宜宾市 1. 328 3 527. 0 94. . 5 17. 93 531. 6 10 087. 22

广安市 0. 634 4 462. 5 71. 2 15. 39 337 7 286. 53

达州市 1. 659 1 662. 1 116. 5 17. 60 508. 37 7 678. 15

雅安市 (扣 6县 ) 0. 167 4 62. 1 17. 9 28. 82 70. 67 1 135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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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22

省 市 面积 /万平方公里 年末总人口 /万人 非农业人口 /万人 非农业人口 /比重 %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重庆

万州区 0. 3457 172. 96 49. 86 28. 83 190. 48 12 547

涪陵区 0. 294 6 113. 45 32. 62 28. 75 192. 27 18 966

渝中区 0. 0021 9 60. 16 60. 16 100 279. 5 39 502

大渡口区 0. 009 439 22. 40 17. 24 76. 96 93. 89 35 074

江北区 0. 0213 52 51. 53 44. 12 85. 62 179. 8 26 938

沙坪坝区 0. 038 345 75. 41 57. 09 75. 71 229. 64 25 983

九龙坡区 0. 044 303 79. 42 57. 77 72. 74 374. 56 38 523

南岸区 0. 0278 78 56. 63 45. 70 80. 7 156. 8 22 874

北碚区 0. 075 542 65. 04 30. 46 46. 83 110. 22 15 897

万盛区 0. 056 558 26. 77 12. 93 48. 30 25. 89 10 351

双桥区 0. 003 748 4. 92 2. 60 52. 85 13. 01 27 808

渝北区 0. 145 203 92. 73 41. 11 44. 33 245. 46 26 861

巴南区 0. 183 03 87. 19 28. 04 32. 16 142. 57 16 549

长寿区 0. 141 549 89. 50 20. 56 22. 97 125. 26 16 643

黔江区 0. 240 2 51. 69 9. 04 17. 45 49. 13 11 229

綦江县 0. 218 214 95. 08 21. 34 22. 44 103. 13 12 386

潼南县 0. 158 497 92. 53 11. 65 12. 59 73. 33 10 332

铜梁县 0. 134 173 81. 73 14. 50 17. 74 87. 61 14 125

大足县 0. 139 021 94. 39 17. 22 18. 24 85. 56 11 255

荣昌县 0. 107 901 82. 75 17. 92 21. 66 85. 09 13 097

璧山县 0. 091 241 61. 99 15. 19 24. 50 90. 51 17 583

梁平县 0. 189 90. 77 11. 45 12. 61 63. 23 8 884

城口县 0. 328 6 23. 89 2. 89 12. 05 13. 78 7 234

丰都县 0. 290 1 81. 78 14. 37 17. 57 47. 97 7 479

垫江县 0. 151 8 92. 32 13. 78 14. 93 66. 83 9 242

武隆县 0. 290 1 40. 84 5. 60 13. 71 40. 03 11 581

忠 　县 0. 218 4 98. 27 15. 38 15. 65 61. 58 8 282

开 　县 0. 395 6 158. 45 19. 92 12. 57 91. 47 7 923

云阳县 0. 363 4 132. 38 17. 61 13. 30 55. 71 5 500

奉节县 0. 408 7 104. 15 12. 91 12. 40 61. 98 7 251

巫山县 0. 295 8 61. 59 9. 93 16. 12 27. 3 5 482

巫溪县 0. 403 52. 99 5. 98 11. 29 19. 62 4 448

石柱县 0. 301 3 52. 97 8. 50 16. 05 35. 52 8 235

江津区 0. 320 022 147. 67 38. 85 26. 30 175. 91 13 914

合川区 0. 235 621 153. 29 30. 59 19. 96 167. 76 13 183

永川区 0. 157 568 109. 50 28. 52 26. 05 153. 03 16 584

南川区 0. 260 2 65. 75 10. 41 15. 83 80. 48 14 816

彭水县 0. 390 3 66. 28 6. 47 9. 76 37. 61 6 976

合 　计 30. 96 12 131. 86 3 154. 53 26 15 454. 8 12 212. 97

西 　部 686. 7 36 298 13 415 36. 96 47 864. 1 13 212

长江上游经济带

占西部比重 /%
4. 5 33. 42 23. 51 32. 29

全 　国 960 132 129 59 379 44. 94 249 529. 9 18 934

长江上游经济带

占全国比重 /%
3. 23 9. 18 5. 31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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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三大地域与成渝

经济区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范围太大 ,而且其内部发展

很不平衡。如 2007年重庆市渝中区的人均 GDP为

39 502元 ,而贵州务川县的人均 GDP只有 2 857元 ,

相差 13倍以上。如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

件相似性来划分区域 ,即本文上述的经济区五大划

分原则 ,那么 ,长江上游经济带由三部分区域构成 :

———成渝经济区。它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

心区 ,人均 GDP在 10 000元以上 ,自然条件以平坝

和浅丘、中丘为主。

———三峡库区。它主要在重庆和湖北境 ,与川

黔联系不多 ,人均 GDP在 5 000～10 000元间 ,自然

条件为水库。

———长江上游江南地区。它主要是四川、重庆

的南部地区和贵州的遵义地区及云南的四个县 ,除

遵义等少数市区和工矿城市外 ,有一半左右县人均

GDP在 5 000元以下 ,自然条件以山区为主。

成渝地区是长江上游经济带中经济最发达的

区域 ;而三峡库区和长江上游江南地区则是长江上

游经济带中经济落后的区域 ,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生

态屏障。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国土开发的功能分

区 ,成渝经济区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区 ,是重

点开发区域和优先开发区域 ;而三峡库区和上游江

南地区主要是生态保护区 ,是限制开发区。本文的

重点是研究成渝经济区 ,即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

经济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

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在一国范围内 ,由于经济发展

不平衡规律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有重点地

推进态势 ,形成各类有特色的经济区。中国未来将

可能形成四大重点经济区 ,即京津唐都市圈、长江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上游经济核心区 (即成

渝经济区 )。成渝经济区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经济

区 ,它处于经济区成长的第二阶段 ,还未成形而近

期有可能成形 ;而长三角等三大经济区处于经济区

成长的第三阶段 ,是已经成形的经济区。

成渝地区是长江上游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它包

括重庆 (主城区和原渝西地区 )、成都、德阳、绵阳、

达县、南充、阆中、遂宁、自贡、乐山、宜宾、泸州、内

江等 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 32座 ,是中国第三

大城市群 ;其人口为七千多万人 ,面积为 16万平方

公里 , GDP为 7 000多亿元。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 ,一般是兴起于江

河流域 ,集中于城市带群。长江上游经济核心区具

有三个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同的基本特

征 : (1)它是一种流域经济 : (2)它以密集的城市群

为主要载体 ; ( 3)它是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开放型经

济区 ,以特大中心城市重庆、成都为龙头。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并不

以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命名 (长江三角洲

经济区不叫沪宁经济区 ,珠江三角洲经济不叫广深

经济区 ) ,它们是一种流域经济和城市群经济 ;同样

地 ,长江上游经济核心区还也是一种流域经济和城

市群经济。有人将这一地区称之为西三角地区 ,即

以重庆、宜宾、成都为顶点的三角形区域 ;也有人将

这一地区称为成渝经济区 ;等等。但这一区域实际

上是长江上游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长江上游经济区

还包括陕南、甘南、滇北、黔北、湘西、鄂西等地区 ,

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长江上游的乌江、嘉陵

江所流经的区域均属长江上游经济区 ,它的核心部

分就是本文所说的长江上游经济核心区 ,也可以将

这一经济核心区称之为成渝经济区。重庆和成都

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经济高地 ,重庆市是长江上游

的经济中心。这就是其内在的经济关系。

尽管长江上游经济核心区在目前的经济实力

和发达程度还远不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

洲地区 ,但它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却可以使

其迅速发展成为与长三角、珠三角相和环渤海经济

区比美的中国最重要的第四经济区和第增长四极。

成渝经济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的比较如表 3、表 4所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经济区与成渝经济区相比 ,具有下列六大优势 :

表 3　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经济区 2007年基本情况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大中城市数量 /个 城镇化率 /%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人 财政收入 /亿元

长三角 715万 9 749 16 63. 14 46 862 49 069 4 965. 86

珠三角 412万 4 492 12 59. 13 25 416 56 581 1 495. 7

成 渝 19万 9 800 22 38. 87 14 627. 8 13 367 1 56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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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经济区 2007年产业结构

GDP /亿元 一产比重 二产比重 三产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长三角 46 862 5 53 42 371. 35

珠三角 25 416 2 51 47 151. 63

成 渝 14 628 17 44 39 32. 32

全国 11 47 40

　　 (1)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经济

实力强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经

济总量远大于成渝经济区。2007年 ,长三角的 GDP

占全国 GDP的 18. 6% ,珠三角的 GDP占全国 GDP

的 11% ,而成渝经济区仅占全国 GDP的 5. 8%。以

人均 GDP来看 ,长三角和珠三角均已超过 40 000

元 /人 ,而成渝经济区只有 10 000多元。

(2)长三角、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比成渝经济

区处于更高阶段 ,其产业结构也处于更高层次。无

论按照霍夫曼的产业演进阶段评价标准还是库兹

涅茨统计分析模型都可以得出长三角和珠三角已

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 ,而成渝经济区从总体上

来讲则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从产业结构来看 ,成渝

经济区的第一产业比重比长三角和珠三角高十余

个百分点 ,而其第二产业比重则要比长三角和珠三

角低 7～9个百分点。这表明成渝经济区的农业产

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其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

(3)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城市化进程处于

较高阶段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先进和完善。成

渝经济区的城镇化水水平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的

一半 ,农业人口众多、农业收入少、农业劳动生产率

低是成渝经济区的显著弱点。从城乡基础设施来

看 ,长三角和珠三角已形成全国最发达、最密集的

水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 ,而成渝经济区还没有形成

完善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从通讯、卫生、科教、文

化、体育、农村电网、供水等基础设施来看 ,长三角

和珠三角经济区已形成城乡一体化体系 ,而成渝经

济区还表现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4)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主要是外向型经

济 ,而成渝经济区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内向

型经济 ,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要

比成渝经济区高一个层次。出口拉动是长三角和

珠三角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 ,长

三角出口为 4 506. 76亿美元 ,其中上海为 789. 63

亿美元 ,苏州为 1 188. 84亿美元 ;而珠三角的出口

是 3 540. 29亿美元 ,占全国总量的 29% ,其中深圳、

广州、东莞三市分别实现 1 685. 42亿美元 , 378. 02亿

美元和 602. 01亿美元。相比之下 ,成渝经济区的出

口不到长三角或珠三角的二十分之一。从利用外资

来看 , 2007年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 371. 35亿美元 ,占

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 47% ,而珠三角当年实际利用

外资 151. 63亿美元 ,占全国的 19% ,其中上海为 79. 2

亿美元、苏州为 71. 6亿美元、深圳为 36. 6亿美元 ,广

州为 32. 9亿美元 ,而整个成渝经济区实际利用外资

在当年只有 32. 32亿美元。

(5)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已形成一种“园区

经济 ”,区内有一批发展极和增长点 ,而成渝经济区

的园区经济正在形成之中。长江三角洲拥有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个、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

技术开发区 4个、保税区 2个、旅游开发区 4个和 1

批经国务院和省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工业园区。而

成渝经济区只有 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3个

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6)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专门化工业部门较多 ,

长三角的冶金、纺织、机械和集成电路等在全国具

有突出优势 ,珠三角的家用电器和计算机在全国占

据突出地位 ,而成渝经济区则是能源工业 (电力、天

然气 )、装备工业、摩托车和食品工业 (原盐、白酒 )

等在全国具有优势。

虽然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具有上述优势 ,但

从发展潜力来看 ,成渝经济区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

略作用。

三、成渝经济区的独特优势及其在全国

的战略地位与意义
成渝经济区既处于中国的西部地区 ,又处于中国

的中心区域 ;它北接甘陕、南连云贵、东邻湘鄂、西望

青藏 ,处于东西结合、南北对流的战略后方。而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都处于东部

沿海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京津冀鲁”、东

北老工业基地相比 ,成渝经济区具有下列优势 :

第一 ,从国防战略安全的角度考虑 ,上述东部

四个经济区域的经济重心均离海岸线不到 200公

里 ,在常规战争条件下 ,处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

的中短程导弹的威胁之下 ,也处于以 1 500公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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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的飞机的威胁之下 ;而成渝经济区离海岸线

2 000公里左右 ,在常规战争条件下 ,始终是祖国的

战略后方基地。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坚

持和平发展的方针 ,但必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

建设成渝经济区是做好应对战争准备的重大战略

举措和部署之一。

第二 ,这一区域和其核心层、辐射层具有丰富

的水电、天然气和煤等能源 ,是中国未来的最大能

源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显著劣势是能

源短缺 ,始终存在着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

的约束。成渝经济区及其所在的长江上游经济带

是中国水能资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 ,在全国的

十大水电规划基地中 ,成渝经济区及其所在的长江

上游经济带占了五个。在成渝经济区内除水电外

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有卧龙河 (长寿县 )、福成

寨 (大竹县 )、相国寺 (长寿区 )、张家塌 (垫江县 )、

石龙峡 (江津市 )、石油沟 (綦江县 )、阳局寺 (泸州

市 )等大中型气田 ,可以说川东天然气田是我国已

探明的天然气资源最多的地区。

第三 ,这一区域是中国政府三线建设时期的核

心区域 ,在重庆、涪陵、达州、绵阳、乐山等地布局了

一大批军事工业企业 ,并在机械、电子、航空、交通

设备制造等领域形成了在全国具有优势的工业行

业和企业集团。如重庆的建设、空压、嘉陵、长安、

望江、江陵等军工企业 ,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为主

的工业产品 ;德阳的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

东方汽轮机厂、重庆的水轮机厂、自贡的东方锅炉

厂、重庆铸锻厂、四联集团等大型企业 ,形成了以重

型装备和成套设备为主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等。上

述军事工业和成套装备制造业是成渝经济区不同

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重要优势行业。

第四 ,这一区域人口众多 ,城市密集 ,历史文化

遗产丰富 ,有 2座中心城市、22座大中型城市和一

百多个小城市 ,处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 ,又是

中国政府许多重大工程 (如水电基地、装备工业基

地 )的投资场所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五 ,这一区域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 ,具

有丰富的水资源 ,农业自然条件良好 ,劳动力成本

和土地资源成本比东部沿海地区低 ,能源和水的保

障程度高 ,生产要素组合条件较好。

上述五大优势使成渝经济区具有巨大的经济

发展潜力。成渝经济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是 :西部

大开发的火车头 ,中国的战略后方基地和 21世纪发

展中的重要增长极 ,是国家实施“五个统筹 ”方针的

关键地区之一。

从西部大开发来看 ,建设成渝经济区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西部地区有 544. 8万平方公里、3亿人

口 ,而成渝经济区的面积只有西部地区的 3. 4% ,人

口却占西部地区的三分之一。集中力量开发 19万

平方公里远比全面开发 540万平方公里要容易得

多 ,也容易取得明显成效。以成渝经济区的综合条

件来看 ,它是西部地区最好的 ,它的影响表现在三

方面 :一是对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带动 ;二是对中国

西部地区的带动 ;三是向国际表明西部大开发的光

明前景 ,有利于国际资本向中国西部流动。

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讲 ,建设成渝经济区将

保证中国在面临战争危机时有一个稳固的战略后

方基地 ,为其他地区输送重要物资和装备 ,输送人

力和财力。

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格局看 ,存在一个能

源瓶颈问题 ,存在用现代装备工业改造传统产业的

历史任务 ,也存在一个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筹、经济与环境统筹、对内与对外统筹

结合的全面发展问题。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将形成

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东北老工业基地互补

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结构 ,形成以能源工业、装

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工业和绿色食品工业等四大

优势产业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并成

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从“十六大 ”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

“五个统筹 ”的科学发展观来看 ,成渝经济区的建设

可以缩小东西部差别、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中国

城乡差别的关键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众多 ,

“农业落后 ,农民收入低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西部农村的社会事业远落后

于全国的社会事业 ;经济与环境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之一就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污染严重 ;对内与对

外统筹协调发展的关键也在于加快中国西部的对

外开放。可以说建设成渝经济区对于实现“十六

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注 :本文资料来源于 2008年四川统计年鉴、云

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遵义统计年鉴和长江

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统计资料。

(编辑 :夏 　冬 ;校对 :段文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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