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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江华章

范 恒 山

摘 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国家实施的区域重大战略，经过八年的持续努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发展

态势日趋向好。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长江经济带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最重要的使命和行动就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面、提供经验。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正

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坚持系统思维，突出重点环节，加强区域协同融通，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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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国家实施的区

域重大战略，经过八年的持续努力，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发展态势日趋向好。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

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系统

思维，突出重点环节，加强区域协同融通，着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长江经济带发展关乎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地位突出。这一

区域覆盖11个省份，国土面积205万平方千米，为全

国的 21%；人口数量约 6 亿人，占比超过全国的

40%。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43万亿元，占全

国的46.8%，拉动全国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长江

经济带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创新活力所在、发展

潜力所在，其发展好坏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

国发展的质量与速度，也影响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进程。长江经济带区情复杂典型。长江经济带横跨

中国地理三大阶梯，涉及东、中、西三个区域板块，自

然环境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多元，涉及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区域流域一体联

动、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率先发展与共同富裕、自主发展与统筹兼顾等

一系列问题，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以说，长

江经济带就是中国的缩影。这些问题也是全面建设

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难题，如果长江经济带在处理

这些复杂经济社会矛盾方面取得成功，将不仅为全

国树立良好的典范，也能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借

鉴。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有

利于全面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提

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对国际循环

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为构建国家新发展格局提供战

略支撑，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长江经济带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最重要的使命和行动就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面、提供经验。

从区域实际出发，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要特别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强化高水平保护。从长远看，推动长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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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

态环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是生态，一旦生态

遭到破坏，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按照中央要求，

继续把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毫不动摇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

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让万里长江变为绿色画

廊。最为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的关系，不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在

坚持生态优先的同时，走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实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保护方面应继续

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持续强化重点领域污染治

理，从源头上降低污染排放总量。

二是着力构建现代化的绿色产业体系。产业

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绿色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的

绿色发展或绿色化程度的提升，长江经济带要充分

利用现有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建立面向未来的现

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把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培育

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品，

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率

先对接前沿性科技革命成果，发挥上海、武汉、重庆

等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

发展、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新的增长引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在推动建立先进制造业体系、新型基础设施等

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三是不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建设现代

化的绿色产业体系有赖于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支

撑。长江经济带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促进创新链

与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长江经济带拥有上

海、武汉、成渝三大国家级科创中心及南京、杭州、

长沙、合肥、苏州等一批科创强市，拥有雄厚的科技

教育资源，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和学生均占全国的

40%以上，全国近一半两院院士和科技人员在这里

工作。发挥科教优势，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积极布局新领域新赛道的引领性技术攻

关，切实提升科技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加快突

破带有“卡脖子”性质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强有力

的自主创新能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引领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创新驱动带。

四是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是资

源要素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循环的基本通

道，因而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动力和基本保

障。长江经济带要以公平、开放、统一、信用等为主

要导向，着力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公正维护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权利，

公平地、无差别地为所有市场经济主体提供政策支

持和公共服务；依托基础设施联通促进体制机制对

接，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市场壁垒和行政垄

断，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自主配置；以政府守信

践诺为引领，促进政务诚信、商业诚信、社会诚信和

司法公信一体建设，打造诚信交易、扎实履约的社

会信用体系。

五是强化精神文明赋能。精神的力量是无穷

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运用好物质资源能量，

更要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的思想境界、价

值观念、道德素养和工作作风。长江经济带要发挥

特有的人文优势，积极打造精神文明建设高地，推

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大力

弘扬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不断革故鼎新、开拓进

取；不断求精求实、追求卓越。通过努力，使长江经

济带成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发展高地。

二、区域联动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途径

一个地区的发展动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生

动能即充分调动地区内部资源要素的能动性和创

造性，二是外聚动能即大力促进地区间的合作。在

实践中，各个地区往往着力于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

一个方面。其实，推进地区间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强

化和提升内生动能，而且会形成仅仅依靠内生动能

难以获得的许多益处，包括实现互济互补，拓展发

展空间；促进合理分工，做强比较优势；抑制不良竞

争，克服瓶颈制约等。对于长江经济带来说，无论

是强化环境保护，还是推动绿色发展，都需要沿线

各地区积极主动地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内生动

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长江经济带发展中

的深层问题，很难通过独善其身来解决。例如，照

顾现实发展基础，进一步强化地区比较优势；化解

产业同质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突出矛盾，推动重

要经济社会领域的协调发展等，都需要加强合作。

可以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合作联动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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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八年来所取得

的成效，是沿江省市自主努力、奋发进取的结果，更

是各个省市紧密合作、协力开拓的产物。巩固已有

成果，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遵

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原则，瞄准建

设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

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的目标，进一步深化

区域联动，包括推动上下游联动、干支流联动、左右

岸联动等，并把这种联动切实落实到水、路、港、岸、

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具体事物和项目上。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结部署长江

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工作。2023年 10月，在南昌主

持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了重要

论述。他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区

域融合实现了重大提升，区域协同联动不断加强。

他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并

要求沿江省市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

发展共享，增强区域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

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稳步推进生态共同体和利益

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些论述为长江

经济带战略深入实施特别是区域协同融通联通深

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下一步，应紧扣“四共”要求

全面推进地区间的合作联动。在“省际共商”方面，

要脱“虚”向“实”，切实运用好长江经济带“1+3”省

际协商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开展

全流域省际协商和长三角、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三

个区域省际协商的功效，坚持问题导向，在化解突

出矛盾和主要瓶颈、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在

“生态共治”方面，要继续推进联防联控联治，强化

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扎实推

进大气和土壤污染防治，更加注重前端控污，从源

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同时，充分发

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轮子的驱动作用，因情

制宜、分类施策，把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全面激发与

拓展出来。在“全域共建”方面，要一体推进新老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有机衔接、智能便捷的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协同构建大数据中

心体系和公共数字服务平台。在“发展共享”方面，

要把做大蛋糕和切好蛋糕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有力

措施，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

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取得实

质性进展，使发展成果全面惠及长江经济带的人民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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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江华章

Strive to Write the Yangtze River Chapt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n Hengsha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 major regional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After eight years of continuous efforts,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getting bett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and a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o support and serv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o
vigorously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ke the lead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experience.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t a crucial stage f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change. We should adhere to
a systematic thinking, highlight key links,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striv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etter support and serv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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