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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沿江中小城市区域

协调发展的战略分析

张晓东

（安徽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长江经济带担负着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核心重任，而建设沿江中小城市群应该是未
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要侧重。对目前沿江中小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交通

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层级和产业分工不匹配等主要问题，并提出以长江为轴推进长江经济带中

小城市群建设的战略设想和战略对策，旨为政府制定区域发展决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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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１１省（市），拥有６亿人口，面积约
２０５万平方公里，ＧＤＰ占全国４５％。对于长江经
济带作为整体发展的关注最早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Ｔ型”发展战
略，即以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沿江为主轴线形成

的整体空间格局。有学者认为，相对来说沿海经

济带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一级，

本质上是成功跨越低收入陷阱、实现从低收入国

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功转型；而中国经济的升

级版，本质上就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中

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重大转变。建设一个

长江高收入经济带，实现流域一体化发展，即建立

健全有利于全流域开放的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

由贸易的共同市场，是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的重要依托。

１９８５年底，沪、宁、汉、渝等市举行“长江沿岸
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但是，此后各市实际上仍

处于一种自我发展的形态并形成了长江沿岸三大

城市群，除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接沿江各市之

外，过去３７年三大城市群及各大中型城市都是以
区域中心竞争为主旋律。特别是中心城市之间的

经济联系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的头重脚轻的局

面，一级多中心城市经济圈层是目前长江经济带

的特点。２０１４年长江经济带被提升为国家战略

层面，其中重点是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

首位城市之间形成中小城市族群，在长江经济带

城市之间做好协调并进行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治

理，在绿色、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发展长

江沿江城市经济高增长带。

充分利用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提

升发展水平、建立战略高地的重心。过去沿江大

城市纷纷跨越长江天险，通过一江两岸的城市布

局实现了城市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尤以上海、

重庆、武汉、南京较为典型。然而，长江沿岸也积

聚了众多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中心紧邻长江，

但多以沿江单岸发展为主，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

因很多都形成了狭长的城市带，如图１所示，其中
城市中心区位于江北沿岸的中小城市有宜宾、泸

州、宜昌、荆州、黄冈、安庆、扬州，以长江南岸为中

心城区的沿江城市有攀枝花、石首、岳阳、鄂州、黄

石、九江、池洲、铜陵、芜湖、马鞍山、镇江、江阴市。

随着城市职能的日益扩展，土地空间的行政限制

阻碍了城市进一步发展，也阻碍了长江水道发挥

提升城市功能的作用，而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坚持

城市层次发展的对应产业协调共生也成为了这些

沿江两岸中小城市最优化城市边缘区潜在增值收

益的有效办法［１］。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主要

围绕如何就长江水道发展沿江城市缩小长江南北

和长江上中下游的经济差距，并着重探讨基于现实

差距做好长江沿江不同区位城市的差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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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长江经济带沿江中小城市分布图

　 一、长江经济带沿江中小城市经

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１沿江中小城市发展水平
长江经济带沿江中小城市（以地级中心城市

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分布来看，泛长三角城市群

比较集中，武汉城市群组也很集中，成渝经济城市

群沿江城市相对分散，主要原因多是地理特殊性

所造成的。根据２０１６年第一财经研究机构对我
国３３８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的分级标准，沿江城

市除了上海、南通、南京、武汉、重庆之外基本属于

三线和四线城市。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江阴属于无

锡市下辖县级市，但其经济实力与其他沿江地级

市相比并不逊色，因此作为沿江城市单独列出。

单就三线城市来说，江苏的泰州、扬州、镇江属于

三线城市前列水平，四川宜宾、泸州，湖北宜昌、荆

州，湖南岳阳，江西九江，安徽芜湖、安庆、马鞍山，

都在本省经济总量排名处于前列，其他各地市经

济总量、人口、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等指标数据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沿江中等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城市
ＧＤＰ
亿元

ＧＤＰ增速
％

ＧＤＰ省内
名次

常住人口

万人

常住人口增加量

万人

城镇化率

％
人均收入

万元
三次产业结构比

攀枝花 ９２５１８ ８１ １５／２１ １２３２５ ＋００５ ６４７４ ３０３６２ ３４∶７１４∶２５２
宜宾 １５２５９０ ８５ ４／２１ ４４９００ ＋２００ ４５１０ ２６２０７ １４２∶５８３∶２７５
泸州 １３５３４１ １１０ ６／２１ ４２８５２ ＋３５２ ４６０８ ２６６５６ １２４∶５９６∶２８０
宜昌 ３３８４８０ ８９ ２／１７ ４１１５０ ＋１０５ ５６６０ ２０４６５ １０９∶５８７∶３０４
荆州 １５９０５０ ７４ ４／１７ ５６９１７ －５２５ ５０２３ ２５３８２ ２２２０∶４３７０∶３４１
岳阳 ２８８６２８ ８７ ２／１４ ５６２９２ ＋３４１ ５４００ ２５２０２ １１０∶５０１０∶３８９
鄂州 ７３００１ ８０ １２／１７ １０５９５ ＋００７ ６４３０ ２４７７４ １１６∶５７８７∶３０５４
黄冈 １５８９２４ ８９ ５／１７ ６２９１０ ＋２８５ ４３２０ ２２６２０ ２３８９：３８９１：３７２
黄石 １２２８１０ ５３ ９／１７ ２４５００ ＋００８ ６０８８ ２５２０８ ８８４∶５５３６∶３５８０
九江 １９０２６８ ９７ ３／１１ ４８２５８ ＋１８９ ５０５６ ２７６３５ ７４０∶５３３２∶３９２８
安庆 １６１３２０ ７１ ３／１６ ５４３６０ ＋６６０ ４３５０ ２３９６６ １３６４∶５０９３∶３５４３
池州 ５４４７０ ８５ １６／１６ １４３６０ ＋０６０ ５１１１ ２４２７９ １２９６∶４６１４∶４０９
铜陵 ７２１３０ １０１ １４／１６ ７３８０ ＋００２ ５２７０ ３１７４８ １８３∶６８３８∶２９７９
芜湖 ２４５７３２ １０３ ２／１６ ３６５４０ ＋３７０ ６２００ ２９７６６ ４８８∶６２６９∶３２４２
马鞍山 １３６５３０ ９２ ４／１６ ２２６２０ ＋３３０ ６５２０ ３５２６２ ５８２∶５９９６∶３４２２
镇江 ３５０２４８ ９６ １０／１３ ３１７６５ ＋０５１ ６７９３ ３８６６６ ３７９∶４９３１∶４６９
扬州 ４０１６８４ １０３ ８／１３ ４４８３６ ＋０５７ ６２８０ ３２９４６ ６０２∶５００９∶４３８９
江阴 ２８８０９０ ７４ － １６３７０ ＋０２０ ７５４０ ５０７０１ １６０∶５５０∶４３４
泰州 ３６５５５３ １０２ ９／１３ ４６４１６ ＋０３０ ６１５５ ３４０９２ ６０∶４９０∶４５０

　　数据来源：各省市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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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以上沿江城市除安徽沿江城市外
各自在本省经济地位都不高，而经济总量超过

３０００亿的只有宜昌、镇江、扬州、泰州。从城镇化
率来看，总体呈现东中西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而

人口在４００万以上的城市城镇化率要低于其他城
市。沿江中小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平

均增长速度，反映了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的发展

动力和潜力很大。从发展区位来看，沿江经济带

大多数城市历史上都是单岸发展，或者城市中心

在单岸形成，造成长江两岸现有经济发展差距巨

大，这更多地表现在中西部沿江城市。

　　２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绿色效率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原则，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贯彻落实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在改革创新和发展新动

能上做“加法”，在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上做“减

法”，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这给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定的基调是必须保护好生态，

坚持绿色发展。而从学者们实际对沿江城市带城

市综合绿色效率的测算来看，沿江城市如鄂州、泰

州、扬州、马鞍山、岳阳等地城市经济与资源环境的

协调较好，其他城市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改善空间依然很大，长三角沿江城市规模扩张所

释放的红利已经接近最高值，中西部沿江城市则可

以通过增加投入提高城市综合效率［２］。而综合比

较来看，相比于其他沿江城市，皖江沿江城市成为

了绿色效率的洼地。从长三角整个大区域板块来

看，皖江城市毗邻苏浙城市群，其要素聚集能力和

区位竞争优势相对较小，而新兴产业、高技术都趋

向长三角东部主要城市聚集，另外，作为承接长三

角东部城市产业转移的皖江城市承接了高耗能、高

污染、对环境破坏严重而被东部城市淘汰的产业，

以上原因造成了皖江城市绿色效率低下的局面。

　　３沿江中小城市与沿江大城市、特大城市差距
沿江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有上海、南通、南

京、武汉、重庆。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沿江大城市、
特大城市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沿江大城市、特大城市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城市 ＧＤＰ／亿元 ＧＤＰ增速／％ 常住人口／万人 人口增加量／万人 城镇化率／％ 三次产业结构比

上海 ２４９６４９９ ６９ ２４１５２７ －９５９ ９０００ ０４∶３１８∶６７８

南通 ６１４８４０ ９６ ７３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２８０ ２１１∶４６６∶３２２

南京 ９７２０７７ ９３ ８２３５９ ＋１９８ ８１４０ ２４∶４０３∶５７３

武汉 １０９０５６０ ８８ １０６０７７ ＋２６９７ ５２９４ ３２∶４５７∶５１１

重庆 １５７１９７２ １１０ ３０１６５５ ＋２５１５ ６０９４ ７３∶４５０∶４７７

　　数据来源：各市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其社会发展来看五市 ＧＤＰ总量大大高于
其他中小城市，经济增速以重庆最为强劲，２０１５
年ＧＤＰ增速达到 １１％。从常住人口规模来看，
２０１５年末城市人口最少的南通市常住人口也达
到７３０万人，重庆更是达到３０１６５５万常住人口
的规模，重庆、武汉２０１５年新增常住人口均超过
２５万人，２０１５年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
从社会发展综合角度来说，这是我国第一经济城

市发展“量”的极限约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状态

和特大城市人口优化的必然阶段。上海的城镇化

率为９０％，南京的城镇化率为 ８１４％，南通、武
汉、重庆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从产业结构来看，以

上大城市中，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第三产业在经

济增长中的比重都超过了第一、二产业，产业结构

趋向发达的高水平结构。相比较而言，众多沿江

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总体落后，除了宜昌、岳阳、

九江、芜湖、马鞍山在本省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之

外，大多沿江中小城市在本省经济地位普遍不高。

人口超过４００万的城市除扬州、泰州之外城镇化
率都无法比拟大城市。从产业结构比较来看，中

小沿江城市普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偏高，第三产

业所占比重小，经济结构优化落后。沿江中小城

市无法在经济总量、城市规模等诸多方面与大城

市相比，虽然大多数城市常住人口２０１５年末相比
上年都有所增加，但人口基数并不高，且增加数量

都比较小，例如荆州甚至常住人口同比下降５万
多人。武汉、重庆是中西部最大最主要的沿江中

心城市，其如此庞大的集聚能力正凸显了我国中

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的两级差距过高，而长三角东

部地区虽以上海、南京为中心，但其他沿江中小城

市与其社会发展差距相较于中西部并不大。受地

理区位的影响，中上游沿江中小城市的产业支撑

能力弱于下游城市，主要受不同城市信息和金融、

结构和投资的影响。受创新能力的影响，整体产

业发展能力不强且分布广泛，而沿江中小城市产

业承接能力强于腹地城市，也同时具有由下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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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递减的特点。

　 二、沿江中小城市群发展的问题

分析

　　有经济学家指出，竞争曾经是长江经济带区
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中小城市的资源分配本身

就不足，因此，纷纷争取资源要素，争抢产业项目，

争夺增长速度和总量排名，争当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老大”；县与县竞争，市与市竞争，省与省竞

争；竞争激发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但也割

裂了市场，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圈”，

甚至造成圈与圈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无序和

恶性发展［３］。建设长江经济带面临的重要问题

很多学者做了深入评述，但本文除了一些相同的

看法之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重要的问题。

　　１中小城市没有担负起大城市之间的第三
极作用

　　超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两级分化严重的现象在
长江经济带十分突出，又以长三角安徽段和长江

中上游最为典型。如前所述，沿江大城市之间特

别是南京和武汉、武汉和重庆之间大体量的城市

数量太少，且以上三大单级超大城市使区域资源

大量的集中净流入自身，其拥有极大的要素吸力

的同时，超大城市的涓滴和外溢效应却彰显不足，

中间地带的中小城市与两极的超大城市的关系十

分松散。例如，皖江城市马鞍山、芜湖、安庆等其

各自经济体量相差并不十分明显，且总体经济体

量与毗邻的江苏城市相比很低。其中，皖江城市

马鞍山产业过于集中于钢铁业，虽与南京地理十

分临近但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影响，其发展速度并

不快，经济体量小难于发挥特大城市之间的第三

级重任。芜湖作为皖江城市带双核之一其融入南

京都市圈的意愿受行政区划限制明显，其经济体

量和对周边邻近城市的辐射能力极为有限。皖西

的沿江城市安庆，长期以来其发展战略到底是以省

会合肥为向心还是以西向武汉为发展的向心至今

仍无明确的决策，造成目前安庆自身发展相对缓

慢，与其过去作为皖西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相比，

如今其尴尬的处境和城市体量也无法承担超大城

市之间的第三级的重任。而中西部沿江中小城市

在要素流动，产业分工合作、疏散超大城市、大城市

城市功能所需要的环境基础都相对贫弱，基本都缺

乏能担负超大城市之间经济带的第三级的功能。

　　２沿江南北、东西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
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

　　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不仅包括长江南北的

跨江联通也包括单侧沿岸城市相互之间的联通。

首先江两岸联系最重要的就是基础交通设施，目

前我国长江大桥的已建和在建总量超过１００座，
包括铁路桥、公路桥、公铁两用桥等，但是其担负

链接江南江北的功能发挥并不显著，很多城市都

开始在建江底隧道和城市快线轨道交通，开建更

多链接南北的快速公交转换系统，把长江变成内

河以增进城市沿江地带的南北交流。但是，要达

到这样的联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除了资金的筹

措问题，还要考虑水文自然的和谐性。除此之外，

沿江两岸的城市之间的联通也存在问题，尤其是

各省各市之间交界地的断头路问题十分突出。从

长江经济带东西廊道来看主要是三种方式的联

通，即水路、公路和铁路，未来空运联通也将会加

入其中。铁路、公路和水路以及空路之间的运输

相互之间是存在竞争的，如何更好地结合沿江地

带和长江腹地最优化运输体系是未来中小城市群

集群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３城市层级和产业分工不匹配
目前，沿江中小城市之间的产业布局有两个

特点，一类是夸大城市承载力，上马金融、高端技

术制造、深水码头港口建设等，许多沿江中小城市

本身并不具备发展这类产业的要素优势。例如不

是所有长江沿线都适合建设优良港口码头的条

件，这要考虑到地理位置、货运吞吐量等影响因

素。另一类是与同层级城市看齐并攀比。实际上

有学者测算，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产业结构

相似系数接近于１，而产业结构差异系数接近于
０，说明产业相似度非常高［４］。城市之间的竞争
本身值得鼓励，但是同级城市之间的攀比心态和

不顾实际只求“新颖”的产业布局日趋雷同，比如

各地争相发展汽车制造业、电子电器、纺织服装、

化工、医药、机器人、港口、物流等，使城市产业布

局脱离城市承载能力，不仅造成了长江经济带低

端产业过剩，也造成了大而全的城市产业布局的

“内空化”局面。有些城市有产业特色基础，有工

业制造业创新基础，还有很多城市并不具备明显

的产业特色和优势，过去大干快上形成的已有传

统产业布局的调整动力是缺乏的，主要原因是资

金、技术、人才、创新不足。

　　４生态环境约束下中小城市绿色发展困难
重重

　　沿江中小城市产业结构普遍是第二产业一支
独大，我国目前又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新的调整期，

在技术储备不足、效率低下、资金不足、人才聚集

不强、服务业产值低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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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压力骤增。特别

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压力下又没有迅速

建立起能够撑起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高效绿色新

产业。传统产业布局的转型形成的沉淀成本是这

些中小城市不愿独立承担的，又缺乏经济带上全

局调整和考虑，各地城市特别是上下游城市之间

没有形成联动机制，如何破解自身利益为核心的

问题是未来长江经济带城市联动运行机制需要最

先解决的。比如，我国沿江中小城市的水电站大

大小小几万座，本身就已经达到了几乎极限的地

步，对长江沿江城市的生态和谐的破坏也已经到

了不能再与自然争利益的地步了，以退耕还江、退

渔还江、退沙还江、退水还江为手段的生态补偿往

往存在利益、权利与义务边界模糊、补偿对象与标

准难以衡量、行政权力条块分割等困难，容易导致

地方政府在生态环保事件中相互推诿和不作为，

尤以跨省域的生态补偿与环境防治表现明显［５］。

　　５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缺乏量级区域城市
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之间特别是重庆、武汉、

南京之间缺乏量级大城市充当长江经济带的节点

链接城市，如南京和上海之间南通、无锡其社会发

展量级水平使增长极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

沿江城市带二元割裂程度小，长江南北经济体量

趋同的城市多。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却缺乏更多

的量级城市扮演超大中心城市之间的纽带。量级

城市的区域格局重构需要在沿岸城市发展较好的

城市快速扩大城市边界，集中建设增强城市体量

的沿岸城市经济带。因此，必须打造在量级上能

够媲美的南通、无锡等的大城市。

　　６劳动力人口聚集能力弱化威胁城镇化发展
大城市、超大城市劳动力人口的增长仍大大

超过中小城市。沿江中小城市中泸州、岳阳、黄

冈、安庆、芜湖、马鞍山等城市人口增加幅度较高，

说明这些沿江新兴发展城市竞争力大，东部沿江

城市人口数量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中西部中小

城市增长缓慢，荆州、鄂州、黄石的城市凝聚力受

武汉影响太大。我国目前人口移民的特点是从农

村直接跨越中小城市进入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并

不会因为大城市高房价、高物价、高租金转而直接

进入中小城市。而高端人才主要聚集和流向超大

城市、大城市，再加上中小城市信息、环境、交通以

及工资收入劣势，造成高端人才的流入也存在现

实的阻碍。相比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小城市高端

人和劳动力人口净流入增加缓慢和聚集能力弱化

造成其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不足。

　 三、沿江中小城市群空间补位发

展的战略设想

　　与东部城市相比，中西部沿江中小城市布局
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中心城区在单侧，且长江南

北两侧经济差距大，二元结构明显。发挥长江水

道的潜力需要以江为轴，以江为纽带整合协调整

个长江南北沿岸的岸线资源。为了研究需要，对

长江沿岸的城市层次进行分类，根据人口、创新能

力、经济增长潜力、文化教育、交通可达、可支配收

入水平等综合构成城市竞争力指标［２］，将城市中

心位于长江沿江的城市作如下归类：一级城市是

上海，二级城市为南京、武汉、重庆，三级沿江城市

为南通，四级城市为宜昌、岳阳、九江、芜湖、镇江、

扬州、江阴、泰州等城市，其他沿江城市属于五级

城市，未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主要落在四、五

级城市的身上。为此，我们假设以下三种战略综

合设想。

　　１战略一：沿江城市跨江发展
长三角经济带的提出，皖江城市带的提出，长

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和成渝经济群建设战略，各自

发展战略中除了大力发挥大城市经济带动引领辐

射圈层内的城市之外，就是弹性发挥中小城市的

经济填补功能。例如皖江城市带采取的措施是鉴

于江南芜湖、马鞍山发展水平在安徽来讲处于前

列，与原江北巢湖市划江而治，但是原巢湖市城市

中心并未在江北沿岸，且其发展水平处于安徽省

较后位置，由此造成江南江北发展差距巨大，而仅

靠巢湖市自身进行沿江岸线资源开发始终没有获

得大的改变，作为皖江城市带双核发展的合肥市

其经济辐射力不能够达到长江沿江地带，双核之

一的芜湖经济辐射又无法辐射到江北区域。为了

破解这一困局，巢湖市被一分为三，江北沿江一侧

的区域分别并入芜湖、马鞍山，原有巢湖市以北并

入合肥市，这种行政区划的调整对皖江经济带的

发展和安徽沿江城市的跨越发展并积极融入长三

角是正确的决策。如今，马鞍山、芜湖江北地区正

在进行着二次开发，能否达到江苏境内长江南北

的趋同水平和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各项工

作。而汉渝之间的许多沿江城市本身地理区位是

跨江的，但是其经济中心仍然被长江割裂，江南北

区域发展差距明显，未来跨越长江的战略发展要

在沿江城市江南北落后一侧集中提升建设城市均

衡发展的基础功能。

　　２战略二：建设多个沿江量级大城市
长江沿线资源的开发要跨越行政阻隔，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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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充分自然流动，才能活跃长江水道的功能。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上游城市群的沿江中小城

市城区辐射距离和范围狭小，很多沿江城市的城

市中心并未在沿江地区，这样江南江北的沿江地

区受经济中心区的辐射力不足，江南江北的岸线

资源开发实际上被边缘化。而最为明显的不足是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缺乏类似于南通、无锡等的大

城市坐镇其中，因此，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在国家

战略层面支持建立４～５个能够快速形成量级城
市规模的沿江城市。因为一般的中小城市无法突

出区域中心优势，且长江中西部沿江城市层级分

布不明显，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利益

争夺。其中，宁汉和汉渝之间具有建立大城市潜

力的城市为宜昌、岳阳、九江、芜湖、安庆（安徽西

部重镇）。而宜宾、泸州、攀枝花作为西部沿江城

市可作为潜在培养对象城市，最终选择其一。

　　３战略三：江南北城市沿江带联动
长江东部地区特别是江苏境内沿江城市发展

水平较高，长江南北城市区链接虽然算不上紧密，

其江南江北经济发展水平是逐步趋同的，但长江

岸线资源的开发仍有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联通

江南江北的交通干线，增强沿江地区的经济联系

和人口的流动，进一步打通江南北市场要素的自

由流动限制。长三角江苏沿江城市南北差距是存

在的，江南城市普遍优于江北发展水平，因此，要

借助江南城市的辐射延伸和合作提升江北城市重

量和质量。比如，建立南通与无锡的沿江联动，这

种跨江联动带来的经济发展效果明显。

以上三种战略的发展轨迹可通过图示综合体

现，图２是目前沿江城市布局简易图，通过实施跨
江发展和侧重建设量级城市的发展战略，经过一定

时期的发展可达到图３的状态，再经过一定时期的
发展，所选取的几个沿江量级城市发展成熟，成为

核心城市之间的连接节点并达到图４所示沿江城
市带连成一片的状态。形成层级明确、产业融合梯

度有效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空间格局，最终形成中国Ｔ型经济战略的构想。

图２　目前沿江城市发展状态

图３　新量级城市建设中沿江城市跨江发展的状态

图４　新沿江量级城市建设对特大城市之间的补位状态

　 四、沿江中小城市发展战略对策

建设长江经济带，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

重大工程，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

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

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

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这意味着区

域发展的竞争态势将步入全新模式：竞争合作新

阶段。在这一阶段长江沿岸城市需要整体协调城

市之间的利益分配，从整个流域和国家战略层面

建立高效的流域共享共管机制。基于目前的长江

沿江城市的问题和长江经济带未来的发展目标，

除了利用市场经济的区域资源结构的调节之外，

作为区域协调的主导者，政府除了在经济带统一

协调政策供给、税收优惠、产业布局的宏观应对之

外，还应该在战略层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１加快建设量级城市，促进外向联系
依据前文所述，长江经济带中小沿江城市的

层级划分并不具有显著区别，原因在于这些城市

的社会发展和经济体量差别不是很大，而四个超

大城市之间的广阔区域特别是宁汉、汉渝之间缺

乏明显胜出的大体量城市，其不利影响在于城市

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各自利益中心没有服从性而

导致产业、制度、交通、运输、合作性差，尤其是资

源争夺最为严重，而所属省份不同更助长了这种

竞争意识的增强，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特大城市之

间的城市有群无形。因此，选择几个具有发展潜

力和能力的城市培育其形成大城市雏形，把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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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群利用新兴大城市串联起来，形成层次分

明的非断裂的层级城市群。

　　２协调城市间利益分配，建立层级创新发展
城市体系

　　长江经济带沿江中小城市众多，流域间的城
市之间，城市群圈层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过度，合

作不足。地方利益和保护主义催动着城市之间对

各种资源的争夺、对利益的分配争夺、对流域发展

成本分担的相互推诿。为了应对流域各城市之间

的以上问题，应从战略角度协调城市之间的利益

和成本承担，流域利益的分配要向中小城市倾斜

以抑制核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聚敛效应，保障中小

城市的持续上升的状态。在建立全流域开放包容

的层级创新发展的城市体系战略中，应实现要素

在层级城市体系中的纵向流通和同级城市之间的

横向流通，促进核心城市的人才、产业、金融、技术

能够顺畅地向中小城市流动，支持中小城市的利

益共享能力建设。

　　３加快促进城市绿色高效的产业结构布局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ＧＤＰ增长速度

正在减缓，经济结构处于转型期。国内整体经济

形式处于这一背景下，在布局沿江城市跨江发展、

跨江联动、建设新的量级城市的过程中不能仅以

数量为发展目标，产业选择不仅要结合当地实际，

更要注重供给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避免由短期行

为带来产业发展的未来隐患。从可持续发展角度

来说，应将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和保护并重作为其

发展的主要基调。作为中小沿江城市，适应新常

态既有优势也存在很多劣势。在劣势方面，产业

结构需要优化，基础设施仍然有待改善，工农商比

例合理化仍需快速改善［６－７］。结合沿江城市江南

江北和长江上下游现有经济格局和未来城市均衡

发展的布局要求，特别依托港口物流经济和产业

新区布局迅速提升沿江非核心区一侧的经济地

位。中西部未来发展的重点要去重污染、高耗能

产业（侯小菲，２０１５），在城镇化发展中结合优良
生态环境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及示范新城，特别

要突显长江沿江带本地农业休闲旅游服务业的区

域供给优势。

　　４促进中小城市共享流域资源
沿江中小城市基于产业规模和市场容纳来

说，对高技术人才和高知识群体的吸引力有限，但

其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确是很大，而高学历高

技能人才的净流入相对较低，如何在加快城市发

展进程中持续推进人才分布的合理化是沿江城市

群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长江经济带

全流域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就是要实现大中小城市

之间的共享共担共用，其中之一就是要促进高素

质人才和技术创新向中小城市聚集和使用。这种

聚集并不是高素质人才数量的聚集，它指的是高

素质人才使用的聚集。比如在高技术产业新区，

可以通过核心城市大城市的高技术知识群体与中

小城市的交流合作和项目的引导缓解中小城市对

人才的需求。通过核心城市大城市的人才与中小

城市的特色产业的需求对接也能实现高技术制造

产业的空间聚集。

　　５加快中小城市现代农业产业化、服务化建
设，构筑生态城市新特色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现代农业是未来长江经
济带主要的任务之一，部分沿江中小城市应统筹

规划，在沿江城市的产业布局上应基于城市的特

色形成可比肩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新型的农

业产业布局。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鼓励农业产业的

创新，发展包括规模化、服务化、旅游化、信息化的

现代农业，这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入挖掘需求、

不断提升供给侧能力和水平、加速培育发展新动

能的一个代表。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给城市生态造

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西部沿江城市本身生

态环境优美，一味追求完整工业布局的模式并不

是未来发展的普遍思路，也不必必须走长江下游

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老路，应结合城市居民消费需

求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利用现代信息、通讯等，

从农业及服务业供给入手，推动生态农业产业化、

生态农业服务化，形成部分中西部沿江城市的特

色及城市亮点。

参考文献：

［１］卢丽文．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 ［Ｊ］．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２６（６）：３５－４２．

［２］方创琳，周成虎，王振波．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
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Ｊ］．地理科学
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１３９８－１４０８．

［３］胡艳，丁玉敏，孟天琦．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机制研究 ［Ｊ］．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６（３）：９１－９６．

［４］孙威，李文会，林晓娜，等．长江经济带分地市承接产
业转移能力研究 ［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１１）：
１４７０－１４７８．

［５］肖金成，黄征学．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战略思路研究
［Ｊ］．江淮论坛，２０１５（１）：５－１０．

［６］段学军，虞孝感，邹辉．长江经济带开发构想与发展态
势 ［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４（１０）：１６２１－
１６２９．

［７］侯小菲．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策略 ［Ｊ］．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５（５）：４８－５０．

７第２期 　　　张晓东：长江经济带沿江中小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分析

沈
阳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ｃｉｔ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ｈｕｉ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２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ｗｅｌｌｏｆ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ｃｉｔ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ｃｉｔ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Ｓｏｍｅ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
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ｎｏｔ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ｄｏ
ｎｏｔｍａｔｃｈ，ｅｔｃ．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 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ｃｉｔｙ；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ｉｇｇ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ｉｔｙ
（责任编辑：张　璐）

８ 沈 阳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１０卷

沈
阳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