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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長江經濟帶橫跨內地東中西三大地區，是國家戰略發展

區域之一，沿江連接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貴州、四川、雲南 9 省和上海、重慶 2 個直轄市  (圖 1)。 2017 年
長江經濟帶面積約 205 萬平方公里，各省市總常住人口近 6 億人，
分別佔全國土地的 21%及全國人口的 43%。  
 
 
圖 1  長江經濟帶地理圖  
 

 

註： (*) 成渝經濟區以區內的成都 (成 )和重慶 (渝 )為名，是內地西部地區的經濟中心。  
資料來源：香港商報。  
 

 

1.2 長江經濟帶是內地重要的經濟動脈，亦是世界上規模最大

的 內 河 產 業 帶 之 一 ， 生 產 總 值 ("GDP") 在 2017 年 高 達

37 萬 1,000 億元人民幣，佔全國 GDP 的 45%，人均 GDP 則為
62,352 元 人 民 幣 ， 高 於 全 國 平 均 水 平 的 59,660 元 人 民 幣 。

本資料便覽旨在概述長江經濟帶的規劃歷程、經濟狀況、發展規劃

和最新發展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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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江經濟帶的規劃歷程  
 
 
2.1 大規模發展長江流域的概念起源自 1980 年代，當時中央
政府把長江沿岸及內地沿海兩條軸線規劃為 "T"字型開發戰略，並
納入 "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 "之內，成為長江經濟帶的雛形。其後
長江流域在每次國家規劃中都成為其中一條發展主軸，例如中央

政府在 1992 年召開了 "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規劃會議 "，並
提出發展 "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 "的戰略構想。  
 
2.2 長江經濟帶近年被提升為國家戰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2014 年 3 月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依託黃金水道，建設
長江經濟帶 "，這是長江經濟帶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內。
同年  9 月，國務院發表《關於依託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
指導意見》，對長江經濟帶提出具體的發展要求。長江經濟帶亦在

同年 12 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被列為國家三大戰略之一  1，

標誌着長江經濟帶正式成為國家的重點發展項目。  
 
2.3 2015 年 2 月 6 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推動長江經濟帶
發展工作會議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明確

提出努力構建橫貫東西、輻射南北、通江達海、經濟高效、生態

良好的長江經濟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016 年 3 月審議並通過
《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為長江經濟帶發展確立戰略定位及

提出目標要求。  
 
 
3. 長江經濟帶的經濟狀況  
 
 
3.1 長江經濟帶坐擁廣闊腹地和豐富的天然資源，古往今來

一直是內地主要的糧食、農作物生產重地，沿江省市的糧棉油產量

佔全國 40%以上。長江經濟帶還擁有極其豐沛的礦產、淡水湖泊和
水生動植物資源，也是歷來最重要的工業走廊之一，集中了大批

鋼鐵、汽車、電子、石化、高端裝備等現代工業。下文將簡述

長江經濟帶的經濟規模，以及經濟帶內東中西三大地區的產業

佈局。  
 
 
  

                                           
1 是次會議亦將 "一帶一路倡議 "和 "京津冀協同發展 "同列為國家戰略，與 "長江經濟帶 "
合稱為 "三個支撐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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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規模  
 
3.2 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各省市的經濟規模不一，下游江蘇、

浙江和上海三地的 GDP 已佔整個經濟帶的 46%，而中下游的比重
則分別為 31%和 23%(圖 2)。各省市之間差異亦顯著， GDP 排名
最高的江蘇是排名最低的貴州的 6.3 倍。長江經濟帶的規劃正好可
協調上中下游的發展步伐，拉近流域之間的經濟差異。  
 
圖 2   2017 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 GDP(億人民幣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8)。  

 
 
3.3 按人均 GDP 計算，上下游之間的經濟水平亦明顯有別，
下游江蘇、浙江和上海的人均 GDP 均遠比經濟帶內其餘省市為高
(圖 3)，其中上海的人均 GDP 最高，達到 126,634 元人民幣，高出
最低的雲南 2.7 倍。  
 
圖 3   2017 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人均 GDP(人民幣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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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從產業結構來看，長江經濟帶省市各有分工。下游省市

明顯地較倚重服務業，在經濟帶 11 個省市之中，服務業佔 GDP
比 重 最 高 的 首 三 位 全 屬 下 游 地 區 省 市 ， 其 中 上 海 的 比 重

高達 69.2% (圖 4)。此外，中上游的工業和農業仍然扮演一定
角色，例如安徽和江西的工業比重高於服務業，而湖北、貴州、

四川和雲南則仍有接近或超過 10%的 GDP 來自農業。  
 
 
圖 4   2017 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產業佔 GDP 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8)。  

 
 
產業佈局  
 
3.5 從地理位置來看，長江經濟帶 的覆蓋範圍可劃分為

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各具獨特優勢。長江經濟帶各地區

的產業佈局簡述如下：  
 
 
東部地區：上海－江蘇－浙江  
 
3.6 東部地區的上海、江蘇和浙江的經濟發展最為蓬勃，是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引擎。 2017 年，東部地區的 GDP 約佔
長江經濟帶的 46%，產業佈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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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海市：上海是內地歷來的商業、航運及金融中心，
擁有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吸引數萬計企業落戶。

近年重點發展的工業包括電子信息產品、汽車、石油

化工和精細化工、精品鋼材、成套設備和生物醫藥。

上海並計劃在 2020 年前發展為 "五個中心 "，即集

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於一身的

國際大都市；  
 
(b)  江蘇省：江蘇是長三角主要的工業基地，以電子
產品、電訊、化工、機械、器具、紡織服裝和金屬

冶煉等作為支柱工業，近年亦積極發展金融、房地產

和旅遊等服務業。此外，江蘇亦按照國家規劃投資於

"十大戰略性新興産業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
物聯網和雲計算、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等產業；及  

 
(c)  浙江省：浙江的私營部門發展迅速， 2017 年，民營
經濟創造了省內稅收的 55.6%、GDP 的 65.4%、外貿
出口的 76.9%。近年來，浙江在推進傳統產業轉型
升級的同時，重點培育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

資訊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包括發展

數位經濟、建設新型金融中心和推動科技創新。  
 
 
中部地區：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3.7 中部地區的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相對較着重工業和

農業的發展，在 2017 年約佔長江經濟帶 GDP 的 31%。中部地區
的產業佈局如下：  
 

(a) 安徽省：安徽是內地重要的農產品生產、能源、
原材料和加工製造業基地。安徽依照 "中部崛起 "
戰略，加強發展電子信息和家用電器、汽車和裝備

製造、材料和新材料、能源和新能源、食品醫藥、

輕工紡織、現代服務業及文化產業等八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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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江西省：江西礦物資源豐富，盛產稻米、棉花、茶葉
和木材。江西近年走向新型工業化道路，致力建立

汽車航空及精密製造、特色冶金和金屬製品、中成藥

和生物製藥、電子信息和現代家電產業、食品工業、

精細化工及新型建材等六大重點產業；  
 
(c)  湖北省：湖北省內肥沃的江漢平原是內地一個主要的
農業及水產養殖基地，盛產糧食、棉花、油料作物、

魚類及蔬菜。湖北亦是重要的工業生產基地，主要

產業包括鋼鐵、汽車、機械製造、紡織品以及電子

產品；及  
 
(d)  湖南省：湖南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主要
農產品如稻米、柑橘以及豬肉的產量均位居全國

前列。湖南工業門類齊全，形成了工程機械、電子

信息、汽車及零部件及石油化工等 10 個優勢產業
集群。湖南第三產業亦發展迅速，廣播影視、文化

創意和旅遊等產業逐漸崛起。  
 
 
西部地區：重慶－貴州－四川－雲南  
 
3.8 西部地區包括貴州、四川和雲南等資源性大省，省內的

產業結構在近年逐步發展起來。2017 年，西部地區的 GDP 約佔
長江經濟帶的 23%，產業佈局如下：  
 

(a) 重慶市：重慶是內地傳統工業基地之一，也是汽車、
軍工、鋼鐵及鋁業等工業的樞紐。重慶近年陸續開設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並同時加強

作為長江上游航運中心和國家物流中心的樞紐地位，

以及全面發展成為金融中心和科技教育中心；  
 
(b)  貴州省：貴州自然資源豐富，是內地最大的茶葉、
煙草和草藥供應地之一。此外，貴州蘊藏豐厚的自然

水力發電資源。貴州的工業產值結構是當地自然資源

的寫照， 2017 年，電力、熱力和燃氣佔全省工業
增加值的 11.6%，煙草、酒和飲料製造合計比重則
達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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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四川省：四川是西部經濟大省，GDP、糧食總產量和
工業總產值均居西部前列，以食品加工、電子設備、

能源和鋼鐵等工業為主導行業。在創科層面，四川共

設有兩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吸引微軟和

英特爾等國際知名的資訊科技企業落戶；及  
 
(d)  雲南省：雲南自然資源豐富，省內輕工業大部分與
農產品和天然產品加工有關，重工業則多與原材料

加工相關，比較優勢產業是煙草、生物資源、礦產、

電力和旅遊文化。雲南亦在省會昆明設有國家級經濟

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協助傳統產業

轉型。  
 
 
4. 長江經濟帶的規劃  
 
4.1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016 年通過《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
綱要》 ("規劃綱要 ")，確立了下列長江 "一軸、兩翼、三極、多點 "
的發展新格局：  
 

(a) 一軸：以長江黃金水道為中軸，並以上海、武漢、重慶
為發展核心；  

 
(b) 兩翼：以長江為主軸，利用滬瑞 (上海雲南瑞麗 )和
滬蓉 (上海成都 )兩大高速公路  2，向南北 "兩翼 "腹地
拓展，提升沿岸之經濟發展；  

 
(c) 三極：以三個城市群作為長江經濟帶的三大增長點，
包括以上海為中心的下游長三角地區、以武漢為中心的

長江中游城市群，以及以重慶為中心的上游成 (成都 )
渝 (重慶 )經濟區；及  

 
(d) 多點：以三極為中心向外發展周邊之地級城市。  

 
 
  

                                           
2 滬瑞高速公路貫穿長江經濟帶南面的省市，以上海為起點，途經浙江、江西、

湖南省、貴州和雲南。滬蓉高速公路則串聯長江經濟帶北面的省市，同樣以上海為

起點，途經江蘇、安徽、湖北、重慶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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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此外， "規劃綱要 "就規劃長江經濟帶的發展設定四大目標
定位，分別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範帶、引領全國轉型發展的

創新驅動帶、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內河經濟帶、東中西互動合作的

協調發展帶。四大目標定位牽涉多個不同範疇，當中包括：  
  

(a) 保護生態環境：由於長江沿岸過度開發，生態環境狀況
形勢嚴峻。  3 "規劃綱要 "按照 "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及
"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的原則，把保護和修復長江
的生態環境放在首要位置，目標是在 2020 年前將
經濟帶內水質優良  4  的比例提高至 75%以上、森林
覆蓋率則提高至 43%。具體措施包括建立生態環境和
水資源管理制度、保護和修復沿江的森林、利用生態

補償機制減少來自工農業、船舶和城鎮的各種污染，

以及透過跨流域環境信息共享，加強對長江污染的防控

工作；  
 
(b) 創新及產業轉型：長江經濟帶各省市須在 2020 年
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提升至 GDP 的 2.5%以上，藉此
推動傳統産業升級轉型，以及提升經濟帶的創科能力和

產業競爭力。具體措施包括在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科技創新中心、利用人才計劃和薪酬補貼引入技術型

人才、設立基金支持産業和創業投資、加強對知識産權

的保護和執法，以及集中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  
 
(c) 改善運輸交通： "規劃綱要 "要求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合力
建造高效、安全便捷、綠色低碳的 "綜合立體交通
走廊  5"，務求在 2020 年大幅提升經濟帶的客運量和
貨運量。 6  具體措施包括擴大綜合交通網絡的覆蓋
範圍、整治河道以提升長江中上游的航道通航能力，

以及利用快速鐵路和高速公路建立城市間 1-2 小時的
交通圈；  

 

  

                                           
3 長江沿岸分佈着多家化工基地、鋼鐵基地、煉油廠和印染工廠，污染防控任務

艱巨。  
4 優良級別是指達到 "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 "I I I 類或以上，相當於生活飲用水的水質。  
5 綜合立體交通走廊是指以長江為主，包括水路、鐵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種

運輸方式的綜合交通網絡。  
6 國務院在《長江經濟帶綜合立體交通走廊規劃》中提出明確的發展目標，包括在

2020 年前提升長江經濟帶的客運量至 310 億人次及貨運量至 270 億噸。上述兩項
目標較 2013 年的實際數字分別高出 71%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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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推動城鎮化： "規劃綱要 "針對長江經濟帶發展不平衡的
問題，提出要進一步發展經濟帶內較落後的中小城市和

城鎮，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質素和協助農村人口脫貧，

目標是城鎮化比率要達到 60%以上。具體措施包括協助
具有就業能力的農業人口  7 轉移在城市落戶，以及改善
農村的基礎設施承載能力；  

 
(e) 完善公共服務：長江經濟帶各省市須提升教育、醫療和
社會保障等不同公共服務的水平。具體措施包括提供

跨區域的職業和高等教育機會、建立區域互聯互通的

醫療衛生信息平台以便轉診，以及落實省市間社會保險

轉移政策，讓民眾領取養老和醫療福利時不受地域

限制；及  
 
(f) 東西雙向開放：長江經濟帶上下游須發揮各自優勢，
建立開放型經濟來服務國內外的市場，藉此縮小沿海和

內陸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 "規劃綱要 "建議在上海及
長三角地區重點發展高增值産業，而在雲南昆明則發展

針對東南亞市場的加工貿易和進出口集散網絡。  
 
 

5. 最新發展  
 
 

5.1 經過過去數年的努力，長江經濟帶的規劃在多個範疇上漸

見成效。在環境保護方面，經濟帶內的水質得到明顯改善，水質達

到優良程度的比例在 2017 年上升至 72.4%，比 2015 年的 68%高出
4.4 百份點。此外，森林覆蓋率已達 42.5%，距離目標 43%僅相差
半個百份點。  

 
5.2 然而，長江經濟帶在環境保護方面仍面對很大挑戰。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 2018 年 4 月舉行的 "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座談會 "中指出，部分省市的政府仍未能依循 "生態優先、綠色
發展 "的方針推行環境治理和修復項目。以水資源管理為例，
洞庭湖和鄱陽湖不時出現乾旱見底的情況，而長江近 30%的重要
湖庫仍處於富營養化狀態。 8  此外，經濟帶內的生態補償機制
亦未有按照原定進度推展，削弱流域之間的環境協同管理能力，

未能有效地改善長江整體的生態環境。  
 

                                           
7 在 2017 年，內地共有超過一半的農業從業人口和 43%的農業增加值是來自長江經濟帶。
面對經濟帶的轉型和城鎮化發展，預期部分農民會考慮棄耕並轉移到城市生活。  

8 富營養化是指水中的總氮量增加，減低河道中植物和生物的含氧量，繼而影響河道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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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創新科技方面，目前長江經濟帶的創科能力由上游至下游

逐漸遞增，位處下游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更是驅動創新的領航城市，

上海市政府及業界在 2017 年合共投入的研發經費佔 GDP 約 3.9%，
高達 1,205 億元人民幣，成為經濟帶內唯一在創科方面投資
過千億元的城市。  
 
5.4 在運輸交通方面，涉及海陸空的綜合交通網絡在近年得到

全面發展。截至 2017 年底，長江經濟帶內的高等級內河航道
總里程已達 9 000 公里，完成目標 12 000 公里的四分之三。同年
民航機場的數目亦增至 84 個，較 2013 年時多出 10 個。  
 
5.5 在推動城鎮化方面，目前三大城市群的城鎮化程度仍存有

明顯差異，其中以下游地區的城鎮化比率為最高，地區內的 26 個
城市之中，共有 21 個城市的城鎮化比率達到 60%的目標 (圖 5)，
當中上海和南京的相關比率高至 80%以上。相反地，上游的 16 個
城市中只有重慶和成都兩個城市達標。上述情況說明長江經濟帶

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存在，尤其是四川、貴州和雲南部份縣城經濟

發展仍然落後，當地居民所享有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生活水平

遠遜於經濟帶內其他地區，貧窮問題嚴峻。  
 
 
圖 5   2017 年長江經濟帶城鎮化概況  
 

地區  總城市數目  
達到 60%城鎮化
的城市數目  

達標城市的  

百分比  

下游東部地區  26 21 81% 
中游中部地區  31 10 32% 
上游西部地區  16 2 13%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19 年 2 月 15 日  
電話： 2871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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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便覽作為上述意見。資料便覽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
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
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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