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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近
日正式印发。记者就长江经济带发
展有关问题采访了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问题1】请问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是什么？

答：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
央、国务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
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决策
部署，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
汉调研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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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长江通
道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
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建设长江经济带要坚
持一盘棋思想，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统
筹协调，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
为全国统筹发展提供新的支撑。2016
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
任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涉
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
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共同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
成生态更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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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让
长江经济带这条“巨龙”舞得更好，关
乎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全局，要结合规
划纲要制定，依靠改革创新，实现重点
突破，保护好生态环境，将生态工程建
设与航道建设、产业转移衔接起来，形
成新的区域增长极，为中国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面积约
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
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生态
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
巨大。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诸
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生
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长江水道存在
瓶颈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
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区域合
作机制尚不健全等。

【问题2】请问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
是：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河
湖、湿地生态功能基本恢复，水质优
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75%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43%，生态环
境保护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长江黄
金水道瓶颈制约有效疏畅、功能显著
提升，基本建成衔接高效、安全便捷、
绿色低碳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
驱动取得重大进展，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以上，战略性
新兴产业形成规模，培育形成一批世
界级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参与国际竞
争的能力显著增强；基本形成陆海统
筹、双向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
融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
的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
性进一步增强，基本建立以城市群为
主体形态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城镇化
率达到60%以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升，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重要进展，协调统一、运行高效的长
江流域管理体制全面建立，统一开放
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建立；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基本形成引领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带。
到2030年，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全面
改善，生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水脉
畅通、功能完备的长江全流域黄金水
道全面建成，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全
面建立，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格局全
面形成，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经济发
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
的示范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

【问题3】长江经济带涉及省份

多，区域面积大，上中下游间经济社

会发展很不平衡，请问长江经济带在

空间布局上有何考虑？

答：空间布局是落实长江经济带
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也是长
江经济带规划的重点，经反复研究论
证，形成了“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
约发展”的思路，提出了“一轴、两翼、
三极、多点”的格局。

“一轴”是指以长江黄金水道为
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
用，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构建沿
江绿色发展轴。突出生态环境保护，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产
业和城镇布局优化、对内对外开放合
作，引导人口经济要素向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较强的地区集聚，推动经济由
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实现上中下
游协调发展。

“两翼”是指发挥长江主轴线的
辐射带动作用，向南北两侧腹地延伸
拓展，提升南北两翼支撑力。南翼以
沪瑞运输通道为依托，北翼以沪蓉运
输通道为依托，促进交通互联互通，

加强长江重要支流保护，增强省会城
市、重要节点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能
力，夯实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基础。

“三极”是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
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江
经济带三大增长极。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充分发挥上海国际大都市龙
头作用，提升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区
国际化水平，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
目标，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
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
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以资源环境
承载力为基础，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发展优势产业，建设特色城市，加强
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带动
地区经济发展。

【问题4】请问在强化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长江经济带发展

有哪些考虑，提出了什么举措？

答：创新驱动是推动长江经济带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要牢牢把
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
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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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形成集聚度高、国际竞争
力强的现代产业走廊。为此，《纲要》
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有：

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是打
造创新示范高地，支持上海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改革举措和重大政策。
二是强化创新基础平台，加强长江经
济带现有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支持建设
国家地方联合创新平台，建立和完善
一批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和产业专利联盟。三是
集聚人才优势，国家各类人才计划结
合长江经济带人才需求予以积极支
持，吸引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建立
高水平人才双向流动机制，鼓励地方
或企业对引进急需紧缺的高层次、高
技能人才给予一定的薪酬补贴。

要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一是突
出产业转移重点，下游地区积极引导
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内
需为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
向中上游地区转移。二是建设承接产
业转移平台。推进国家级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促进产业集中布局、集
聚发展。积极利用扶贫帮扶和对口支
援等区域合作机制，建立产业转移合
作平台。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承接

产业转移园区建设和管理。三是创新
产业转移方式。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
产业转移合作模式，鼓励上海、江苏、
浙江到中上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发
展“飞地经济”，共同拓展市场和发展
空间，实现利益共享。

【问题5】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不

平衡问题突出，尤其地区间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差距明显。如何通过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实施，补齐短板，

提升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

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合作发
展，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内容。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合作
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体制机制。在
基本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都应考虑
创新合作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问
题。《规划纲要》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表
述，主要精神体现在：一是加快教育
合作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适应上中下游劳动力转移流动的趋
势，加强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建设
一批跨区域职业教育集团。鼓励具
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加强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完善
统一规范的劳动用工和跨区域培训
教育等工作机制。加强高等教育跨
区域合作，联合开展协同创新，联合
推进学科建设。二是推进公共文化
协同发展。加大跨地区公共文化资
源整合力度，提升公共文化发展水
平。弘扬长江流域特色文化，加强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改造设施落后的图书馆、艺
术馆、博物馆等，推进数字图书馆、数
字档案馆、数字博物馆等协同开发和
共享。三是加强医疗卫生联动协
作。鼓励医疗水平发达地区医院跨
行政区划开办分院、合作办医。发展
互联网远程医疗和各具特色的健康
服务产业。建立跨区域双向转诊和
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制度。
建立区域互联互通的医疗卫生信息
平台。通过合作共建、对口支援、远
程医疗等措施，提升基层、贫困地区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对
传染病、慢性病、寄生虫病、地方病、
职业病和出生缺陷等疾病的联检、联
防、联控，加强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
协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挥
江苏、安徽试点省作用，促进地区间
经验借鉴和分享。四是完善区域社
会保障体系。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政策的落实力度。采取积极措施，
实现养老保险在省市、地区间的顺畅
衔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措施，
推进区域医疗服务有效衔接和医保
跨省结算。建立社会保险参保信息
共享机制。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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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上海将与中上游地区联动发展。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