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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长江经济带的政策演变 

从 30 多年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的经济布局“T”字形宏观战略，到黄金水道，

再到十八大之后长江经济带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长

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2019年 5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成为国家层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长江经济带的竞争优势 

战略地位重要，国家大力支持。多种运输模式整合发展形成高速交通走廊。区位条

件优越，产业分布集中。 

 

 长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定位 

根据国务院此前的部署，长江经济带被赋予了四项战略定位：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

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和东中西

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 

 

 相关的投资机会 

首先，交运物流与基建投资大有可为。其次，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工业绿

色发展。最后，区域加大环境治理带来的生态环保机会。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外部环境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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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经济带的政策演变 

 

长江经济带这一战略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 30 多年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的经济布

局“T”字形宏观战略。所谓的“T 型”发展战略，即由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沿江为主轴线

形成的整体空间格局。 

 

图 1：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 11 省市的沿江主轴线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长江经济带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则始于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部署。2013 年是长江经济带

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提出要把长江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4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式上升为国

家战略。 

 

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了调子、指了方向，“要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同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了《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发展思路，确立了长江

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

纲领性文件。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是

国家层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纲要》明确了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

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

提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集群；并且细化落实，明确了责任主体，强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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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4~2019 年“长江经济带”战略政策梳理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4.9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规划（2014－2020 年）》 

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及战略定位，并列出具体的建设意见 

2016.9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

文件 

2017.7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切实保护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 

2018.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中央

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发挥中央资金对

地方和社会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2019.5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 

明确长江三角洲经济地位，树立“一体化”意识

和“一盘棋”思想，明确责任主体，强调三省一

市合作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长江经济带的竞争优势 

 

战略地位重要，国家大力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横贯东西的一个发展战略，延

续和统合了以往东部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三大战略，不仅可以解决

以往分别实施三大战略所带来的局部性弊病，而且还可以在实施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以整体优

势加快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一体化发展。 

 

运输模式整合，发展一体化交通。包括港口一体化，以及铁路公路网络一体化，空港分

布一体化，通讯一体化等。长江经济带与其他领域的最大不同在于，无论是铁路、高速公路还

是河运等都很发达，各个运输模式的整合将发挥巨大优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统筹发展水路、

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建成了衔接高效、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走廊，增强

了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撑力。形成了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为骨干的城际交通网，实

现了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 1~2 小时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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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9 年 3 月全国与长江经济带 11 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3：2019 年 3 月长江经济带 11 省公路货运量累计值与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3,722  

2,398  

551  

307  

305  

236  

209  

206  

178  

165  

134  

84  

22  

0 1,000 2,000 3,000 4,000

全国 

长江经济带合计 

云南 

浙江 

四川 

湖北 

贵州 

福建 

江西 

江苏 

重庆 

湖南 

上海 2019年3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 亿元 
 

-2

0

2

4

6

8

10

12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湖南 四川 浙江 江西 湖北 云南 江苏 重庆 贵州 福建 上海 

公路货运量:累计值 

 

公路货运量:累计同比 

 

% 万吨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5 

图 4：2019 年 3 月长江经济带 11 省水路货运量累计值与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区位条件优越，产业聚集效应明显。腹地辽阔、资源丰富，加上便捷的交通条件，孕育

汇集了中国大部分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产业地理集中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强

化区位优势。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引擎往往就是产业地理集中程度较高的地方。产业集中

度越高的区域，越能够吸引到更多高素质的人口，促进生产要素更快的流动，同时可最大程度

共享公共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实现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力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科技部发布的 2016-2017 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

指数排名中，上海、江苏、浙江在全国各省市中分别排名第二、第五和第六位，安徽位居第十

五位。《2017 福布斯创新力最强的 30 个城市》报告显示，长江经济带有 14 个城市入围，包

括上海、苏州、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此外，科创板也将促使资本市场的力量进一步助力

科技创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指出：“要助推长三角优质科创企业到科创板上市融资、加快

发展大力发展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行业。” 长三角

地区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过去式。 

 

3、长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定位 

 

根据国务院此前的部署，长江经济带被赋予了四项战略定位：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和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

带。 

 

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水资

源总量 9755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 36%。但长江经济带同时面临一系列生态和

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部部署的“清废行动 2018”，共计对 1308 个问题点位进行整改，整改完

成率 99.7%。而在一季度开展的“清废行动 2019”，将全覆盖长江经济带 126 个城市，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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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督促地政府落实固体废物监管主体责任，努力促进沿江各省市真正做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将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综合发展，确保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屏障的重要地位。 

 

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

径。长江流域拥有上海张江、武汉东湖等创新资源密集的区域，具有自主创新的独特区位优势。

此外，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包括钢铁、

汽车、电子、石化等。产业群密集，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共存，具有自主创新的独特产业优势。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为了向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提供保障，按照国务院部署，

我国 2020 年将建成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实际上，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水路、铁路、公路、

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其中长江水运总通航程 7 万公里，占全

国 70%以上，长江干支流航道与京杭运河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内河水运网。 

 

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 11 省，区域发展并不平衡。推进

长江经济带发展，将其打造成为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将有效缩小东中西差距，促进

地区间协调发展，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内生发展活力。在加强对外开放的同时，带领我国经济走向快速发展

轨道。 

 

图 5：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均衡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4、相关的投资机会 

 

首先，交运物流与基建投资大有可为。长江经济带连接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完善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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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2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