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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调共享”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评《绿色长江经济带 ：流域协调与共建共享》

于法稳1, 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2.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北京  100732）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从实际出发，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

略，多次沿江视察调研，先后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掌舵定航、谋篇布局。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将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2022 年 12 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志萌研究员及

其团队共同完成的《绿色长江经济带：流域协调与共建共

享》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专著是研究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力作，也

是李志萌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与政策机制研究”的最终成果。

该专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遵循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紧

紧围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这个主题，沿着生态环境保

护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牢牢聚焦做好“共”字

文章，将长江“生态共同体”放在“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根

基之上，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目标，对推动新时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该专著逻辑框架结构合理、严密。

该专著遵循“问题导向—理论指引—典型分析—实

证检验—路径完善—政策优化”的研究思路，基于对长

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以及长江经济带中的国家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国家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等

研究样本的系统调研，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基础数据以

及典型案例材料，为研究制定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整体性、区域性体制机制和政策组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该专著的内容来说，分为理论综合篇、政策机制

创新篇、典型案例篇三大部分。

理论综合篇部分，以生态文明协同治理、公共管理、

生态治理、系统论、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构建了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基础理论，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质量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从国家、沿江省市层

面，以及省际合作等尺度和视角，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

带国家战略、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演变，以及流域上

中下游生态环保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基于长江经济带不

同区域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的差异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性特点，分析了实现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政策需求，

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政策机制的框架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域生态环保与区域合作理论。

政策机制创新篇部分，围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

体化政策机制体系，系统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生态保护修复、生态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实施及

效果，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创新，绿色城镇化与产

业集聚绿色协调，绿色金融政策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及共建共享等政策机制的创新及成效，剖析了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建议，以助力

建设大美长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长江经

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篇部分，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省市生态

环保创新做法及江湖联动角度选取案例，对每个案例进行

了全面、系统地剖析，总结提炼了它们的具体做法及经验。

（2）该专著观点突出了“共”字特点。

该专著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

“共生”“共治”“共建”“共赢”，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观点。

实现长江经济带山水人城和谐相融，需遵循“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

共生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该专著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提出要

强化科技创新的赋能作用，推进生态城镇化与产业生态

化，创新绿色金融，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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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多元化市场机制，更好地推动长江经济带山水人城

和谐相融，加快生态经济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共生”，

进而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融合互促

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逐渐成为美丽中国的“绿腰带”。

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需强化“共治”。长

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不仅体现在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而且体现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性，更体现在

历史发展的文化认同性。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还面临生

态环境相对脆弱、环境风险相对较高、突发环境事件较

多等一系列问题或者困境，因此，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需要强化生态环保协同治理，其关键在于高标准、

高质量做好“共治”文章，即践行“共治”理念，构建“共治”

机制，凝聚“共治”合力，取得“共治”实效。

加快长江经济带高标准一体化发展，需注重“共建”。

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全

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具有坚实的基础、优

势有条件。围绕着如何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硬联通与软

联通不足等方面的制约，该专著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标准一体化发展，需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为重点，全面建立起实现长江经

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协同机制及体制，在推进基础设施水

平提升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之间交通

运输体系的一体化；以实现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整体提升为目标，鼓励长江上中下游跨境跨地区

合建产业园区，创新“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在流域内打造

产业链、供应链共同体；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

畅通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的高

效自由流动，在长江经济带率先探索示范的形成机制与

实现机制，为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提供案例及范本。

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需突出“共赢”。实

现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协调发展，是满足流域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流域绿色发展的根本保

障，更是长江经济带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的生态实践，其目的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共

赢”。该专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利益整体性视角，提出了

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实现长江经济带上

中下游局部利益与流域整体利益一致性，以实现长江经

济带的共同富裕目标。

（3）该专著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该专著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共抓大保护”“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围绕着长江经济带全域生态环境保护

上中下游协同联动，选择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沿江重点设区市及所辖县

（区）为典型案例，综合利用多学科理论，从多个维度上

展开长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思考，体现了较强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全局视野。从长江经济带全域出发，实现生态环境保

护上中下游协同联动。该专著认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

具有跨行政区域性；生态保护政策制定要凸现主体的多元

性和公平性；生态保护执行主体、实施方式的多样性等特

点。生态共建共享，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打破行省市行政区划界线，解决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难题，实现流域发展的协同共赢。

实践典型。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

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以及沿江重点设区

市及所辖县（区）为研究样本，总结这些地区独具特色的区

域创新实践，突出经验与样本的典型性和推广借鉴意义。

方法创新。综合利用多学科理论，多个维度展开长

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思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

典型分析、实证检验、路径完善、政策优化的研究线路，

利用不同层次的数据，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

和计量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研究制

定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性和区域性体制机制

有效的政策组合。

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助力打造区域

协调发展新样板。沿江各省市应增强系统思维，上中下游

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

成为生态更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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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著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

将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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