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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比较优势 促进有机融合

推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付书科《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20 日第 09 版）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

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加强水、

路、港、岸、产、城等各方面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势头，流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在此基础上，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需要从整体出发，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中，按照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作出的区域整体定位和东中西部功能定位，结合各自区位条

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东中西部经济一

体化布局、功能差异化协同、区域均衡化发展，努力实现错位发展、

有机融合，形成合力。

经济一体化布局是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核心是产业分工和经济开放。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要求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

换增长动力。加强东中西部产业有序衔接转移：东部地区可以依托区

位、技术、产业优势，瞄准世界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积极参与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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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竞争；中西部地区可以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下大气力抓好

落后产能淘汰关停，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通过共同努力，

实现东中西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有机统一、协调配合，加快建

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

系。着力破除区域市场壁垒，畅通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区域

之间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渠道，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

场体系，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功能差异化协同是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关键。过去一个时期，长

江经济带发展存在不同地区同质化问题。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东中

西部应根据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定位和功能分布，结合自身的区位条件、

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找到错位发展的重点方向，实现错位协调发展。

比如，东部可以发挥科技创新、人力资源、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方

面优势，着力发展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生命科学等先进

制造业创新中心，充分发挥龙头引领功能；中西部可以着力在资源优

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市互动合作上下功夫，加快补齐交通、通

信等基础设施短板，强化人口吸纳集聚，强化支撑功能。

区域均衡化发展是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东中西

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大，客观上制约了长

江经济带战略的深入推进。对此，应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网络化、便利化，推动区域之间

在服务民生上深化合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医疗、养老、

就业等社会事业区域一体化推进、均衡化发展。东中西部特别是三峡

库区、中部蓄滞洪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需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打好长江经济带沿线的脱贫攻坚战，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推动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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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实现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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