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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说过: 回过头看, 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

有加上上海, 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

局面,都会不一样。

——题　记

　　历史进入 90年代,这是本世纪的最后年代,也是本世纪关键的最

后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对我们中华民族以何种形象

进入 21世纪,事关重大。身居中南海的中国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目光

再次投向海洋,确切地说,是把经济发展的目光从南部沿海转向东部沿

海, 开放开发浦东、建设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便是“目光转移”

的直接效应, 中国的经济建设重心历史地落到长江入海口。在此同时,

中央又做出了在长江上游修建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三峡工程。

中国再次选择了长江,这是世纪之交的最佳选择。到此,长江这条古老

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再度承负起支撑中华民族走向未来世纪的重担。

“九五”第 一年的初秋, 本刊记者带着“长江流域发展”这个令国

人、世人关注的问题, 走进位于中南海西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接

待我们的正是该中心的国家“863计划”起草组组长、长江流域发展研

究专题组组长朱鸿飞博士。经过短暂的寒暄和来意介绍后,朱博士谈起

了他潜心研究多年的长江流域发展战略。朱博士身材算不上魁伟,一身

的学者作派,但很健谈,语如长江流水般顺畅,且语气凝重, 颇具感染

力, 足见学识渊源、造诣精深。下面就将本刊记者与朱博士关于长江流

域发展战略的谈话,载录成文,以飨读者。

记者: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现状如何? 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朱博士: 众所周知, 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黄河齐名,并

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儿女, 在几千年的辉煌历史中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长江源远流长, 源自唐古拉山北麓的沱沱河, 经青藏高原、

四川盆地,出三峡、进入江汉平原,流经长江三角洲注入东海,行经九省

一市,全长 6300公里,流域面积 180余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域面积的

20%。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丰沛, 既赋予长江丰富的经流量又荫益

于其中下游的支流和众多湖泊,造就了适应人类生活的广阔空间。从历

史来看,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发展,与政治因素、社会和经济状况密切相

关, 其最重要的动力是,或慕其生活环境优越而迁移人口增多,或借长

江天堑的地形保护,为逃避黄河流域的战乱而北人南移。正是因为人口

持续不断地立足于长江流域,除了带给长江流域丰足的人力资源外,也

带来了黄河流域成熟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 为长江流域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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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至明清时期, 长江

流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 通过 40多年的建设,长

江流域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成为我国农业、工

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

的地区。全流域拥有大中小城市数占全国总数

的 33%,人口占全国的 36% ,工农业总产值为

全国的 40%。尤其是耕地面积仅为全国的

25%,而粮食产量却占全国的 37% ,仅水稻产

量就占全国的 70%, 并因整个流域临江靠海,

长期以来享有“鱼米之乡”美誉。改革开放以

来,长江流域的开始治理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

视,大量论述精致、科学性强、具有指导意义的

开发长江建设长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综合

开发长江和依托长江开发沿江开发大西南的

构想相继提出,为更好更快更科学地开发长江

及其流域打下了坚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自

9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以伟人的胆略发表南

巡讲话之后, 又做出了“开放开发浦东,以上海

为龙头, 带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的战略部

署。此后,长江沿江及其流域与全国各地一样,

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经济建设蓬勃开

展,发展速度突破历史记录,从而形成了以开

放开发浦东、建设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

心为长江开发的“龙头”。但是,我们还应看到,

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得很不平衡,地区差异

大。分析表明,以长江上、中、下游来划分,无疑

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快, 这是因为改革

开放政策带来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先发效益。

其次是处于中游省份,距上海较近,对外交通

条件较好, 接受上海等三角洲地区发展的辐

射,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快。而上游地区经济发

展相对缓慢。形成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主

要是长江流域的发展既受当地自然环境与资

源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制

约,又受长江流域不同江段自身所处的区位、

政策、管理水平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 而其发展的地域差异主要是区

位、依托城市条件和当地经济基础三大要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朱鸿飞博士近影

　　以上所述权作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现状,

也可说是长江流域开发建设的现状。至于长江

流域的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无论

我们如何评价也不过份。在这里我们用不着说

很多的道理, 只要引用上面那几个数字就清楚

了。长江流域拥有我国 20%的土地,养活占全

国 36%的人口, 城市数占全国总数的 33% ,工

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40%。由此我们不难看

出,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全国的一半或更多的占有率,我们的国家就会

获得更大的发展;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了, 养活

养好占全国 36%的人口,相当于稳定大半个

中国。如果考虑到长江流域以入海口为依托,

对外开放向海外发展和向沿江两翼乃至支流

的辐射作用, 既扩大内陆腹地, 使城市产业的

发展有更多的资源来源, 又开拓更广阔的市

场, 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就更大了, 其意

义不能不说大矣。

记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放开发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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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主要是依托以上海为龙头的三角洲地区,

以及长江的航运条件。那么,三角洲地区的辐

射作用及潜在发展能力如何,长江的航运承载

能力如何,是否可以说是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关键?

朱博士: 这一提法很好,回答也是肯定的。

而要做到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们必须了解

其依托对象的能力。

其一,就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

及其辐射作用来说,存在着究竟有多大的量化

问题,准确的量化预估直接关系到长江流域经

济发展的合理布局。自80年代起,上海、宁波、

南通相继设立了五个国家级开发区, 拉开了三

角洲地区开发区的序幕; 80年代中期国家在

首批 14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发区之

后,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纷纷

涌现, 成为全国开发区类型最全、数量最多的

地区之一。90年代, 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乃

至整个沿江地带开放开发先导的浦东,发展势

头很猛,从而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

的高速增长。一时间,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两省

一市顺沿海岸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尤其是江

苏、浙江两省, 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为上海

服务”的口号,呼应上海浦东开发,接受上海的

直接辐射,此间全区呈现开发区类型齐全、分

布集中、投入强度大、建设起点高、项目规模

大、发展速度快等发展特点,形成了继珠江三

角洲之后的又一个“三角洲效应”。尽管长江三

角洲地区还处于经济的发展期, 潜力和辐射作

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外延, 但是也存在许

多显现的或潜在的问题,譬如, 全区产业投向

趋同、开发主导方向不明确;土地使用不当,缺

乏规范, 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中小企业过于密

集、污染程度加剧;人口密度过高、治安问题严

重,等等。这不仅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

发展,而且影响其潜力的发挥和对沿江流域的

辐射作用。

其二, 从长江流域开放开发大势来看, 海

岸带和沿江为两大一级开发轴线,构成了一个

大 T 形,其交汇于上海。而上海对沿江流域的

辐射作用取决于长江的航运承载能力,这也有

个量的问题, 并已成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优势

带动沿江开放开发的关键。多年来,不少人在

谈到长江时, 常有“长江是黄金水道,其运输潜

力相当于 14条铁路”的说法。由此,沿江流域

呼应上海、加快开发黄金水道的呼声愈来愈

大, 有的地区已在大修码头和大造船舶, 要利

用优势, 着力发展沿江城市和产业。那么,黄金

水道的运输能力究竟有多大,它是否真的相当

于 14条铁路,能否起到“以上海为龙头, 带动

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的主要交通作用? 这都

涉及到沿江城市开放开发、产业布局等重大问

题。从目前的情况看,长江航道自然条件复杂,

航运条件较差, 水浅、险滩殉、碍航严重, 通航

能力和货物运量有限。此外,即使在理想情况

下, 万吨以上的海轮最多只能到南京(因南京

长江大桥净高仅 24米,成为万吨轮不可逾越

的天堑) ,其航程只有 310多千米,只占长江通

航干线总里程的 11. 6%。再往上到武汉的江

段终年只能通航 3 000吨级的船舶,因吨位小

而无法实现江海联运,不能体现水运经济效益

好的优越性。综上所述,若与一般年运量约为

3 000万吨的铁路线相比较,长江航运能力远

不及 14条铁路,尤其与武汉以上的航道运力

相比,其差距就更大了。若与年运能力可达 1

亿吨的大秦铁路线相比,即使是武汉以下的航

道运力也只能相当于 2～3条铁路线。由此可

见, 长江的航运,尤其是中上游的航运处于不

利地位, 无法适应当今商品经济对现代交通运

输“通、快、省”的要求。

话说回来,正确估价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经

济发展的潜力、及其对沿江流域的辐射作用,

正确估价长江的航运能力, 是关系到上海“龙

头”对长江中上游的带动方式、沿江和流域城

市及产业发展规模和布局、区域间的协作协调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估计过高,中上游加大城

市及产业规模, 必致过大投入而造成浪费; 过

低估计,又不能充分发挥长江优势,也会造成

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应从整个流域的经济、

社会、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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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并借鉴一些国际经验,全面分析长江流域

各区段的资源、区位、技术和市场的现实和潜

在优势, 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评价,以保持长

江流域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记者: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长江流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

朱博士: 我们知道, 长江流域的发展既取

决于自然条件, 又取决于人为因素,自然条件

包括流域区段的资源优势、区位地缘优势和环

境优势等,而人为因素指的是区域的传统文化

和上层的决策等。显而易见,自然条件的充分

利用和上层决策的正确, 就会产生“优势效

应”,促进经济发展,否则就会影响长江流域经

济发展的因素。在这里我们不妨讨论几个关于

宏观决策的问题, 从中也许我们能找出影响长

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首先是关于发展速度问题。建国 40多年

来,我国的经济历多次大起大落的波动, 最令

人难忘的是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由于缺

乏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只凭领导人的主观愿

望行事,结果造成了对经济正常运行和生态环

境的大破坏, 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

难。此后又在经济建设中出现四起三落,反映

在 1992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中, 就造成全国

性的“投资热”、“引外资热”、“开发区热”、“房

地产热”、“炒股票热”、⋯⋯,最终表现为“经济

过热”, 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危机”、“金融危

机”、“财政危机”和“农业危机”。于是国家不得

不采取经济压缩措施, 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及其

规模, 控制信贷发放, 这势必造成经济发展减

缓。经济学家认为,主要原因是: 决策层的领导

人在“历史责任感”和“超越感”的驱动下,急于

求成, 过高地估计了主观的能动作用,忽视了

客观的实际条件和困难, 提出过高的发展目

标,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层层加码、逐级放大,

结果虚报之风日盛, 经济大起大落,欲速而不

达,并产生不少社会和环境问题。由此可见,人

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次是关于自力更生和依靠外资问题。自

改革开放以来,继沿海经济特区“三来一补”引

进外资之后, 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

惠政策, 有的筑巢引凤, 有的引凤筑巢,引资面

日趋广泛,投资形式不断翻新。应该说,引进外

资对于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和解决当前的种

种困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是我们究竟缺

不缺发展资金? 缺多少? 发展资金年均投入多

少为合适? 据资料统计,我国的储蓄率平均为

36% ,最高年可达 41. 7% ,至 1995年,我国居

民存款额已达 2. 5万亿元,如此高的自我积累

率不亚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如果我国

能抑制高通货膨胀,使居民存款利率变负数为

正数, 再提倡适度消费和严格控制公费高消

费, 积累还会更高。这么高的自我积累,如果投

入得当和讲究效益,足可维持我们的经济有较

高速度的发展。况且,经济增长有个适度问题,

应与社会、资源及环境相协调, 要各方面配合

循序渐进,并不是投入越多发展越快。现在经

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多半是由于我们的投入

过大,尤其是引进外资过多、过滥,造成投入失

控, 再加上与社会发展和环境治理等不协调,

盲目性又很大而引起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外资企业都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 不请自来,

大举进攻中国市场, 且投资形式多为直接投

资、独资, 有的先以合资的形式与国有大中型

企业组成合资企业,挤进市场, 待站稳脚跟后

又以其雄厚的资金吞并之;有的直接以其雄厚

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优质的产品打入中

国市场, 挤跨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行业垄断。

照此下去,国有企业流失、市场被外资企业占

领, 即便目前出台的“保大弃小”策略也保不住

国有大型企业, 因为让资金雄厚、技术设备先

进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与资金短缺、技术设

备落后、产品合格率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

国有企业竞争,大量民族工业还怎能搞活? 为

此, 在发展中我们还是应以“自力更生”为主,

附以适当引进外资,尤其是有计划引进外国的

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而不应一味依靠外

资, 搞优惠政策竞争引进外资, 国有大中型企

业降低价码求外资的“引外资热”不能再延续

下去了。应该看到,过分依赖外资,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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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就握在别人手里,有朝一日会出现危机

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引进外资,尤其是

外商独资企业,应该有一个“限度”, 防止三资

企业尤其是外资控股企业瓜分我们的市场。

对于长江流域引进外资的情况因江段地

域和发展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长江下游的三

角洲地区外资企业多,且规模大, 中游地区仍

在积极引进,上游地区随着开发沿江、开发大

西南而正在紧锣密鼓招商引资, 并大多以资源

优势为条件。在这里顺便提醒人们, 下游的三

角洲地区引进外资已到了应有“限度”的时候

了;中游地区引进外资应有选择, 尤其要选择

技术设备先进的项目,杜绝易致污染的项目,

决不容许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上游

地区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不要光

把眼光盯在引进外资上,而应及早调整发展方

向,用资源优势吸引国内的企业,这叫做“肥水

不流外人田”。

再者就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为我们引进了“可持续

发展”的新概念,使我们懂得了环境保护和用

最小的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的“优选

法”, 并思路清晰地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的

突出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但是,经过 10年多的

开放开发,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已经形成, 尤以

长江中下游 为甚,看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引入晚了一步,致使我国还是步入“先发展、后

治理”的老路。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环境恶化已

经到了威胁生存发展的地步, 国人还高枕无

忧,有的地区、有的企业出于本位利益,受到利

益驱动, 仍在以发展生产为借口加剧环境污

染。我们常说“条条江水归大海”,这本是增加

海水营养物质, 改善海洋生物生存条件的途

径。可现在长江流域的污染随着江水昼夜不停

地注入东海,成为海洋的污染源, 已严重威胁

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破坏其

入海口水域的海洋资源,闻名全国的舟山渔场

成了“牺牲品”,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们成了

直接的受害者。

目前,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受到国人重视

的同时, 流域的污染问题也令人关注。就上游

地区来说,因“三峡工程”上马,围坝断流,库区

广大, 且在峡区周围安置人口密集,时间一长

恐怕会加剧污染。加上栏坝贮水, 中下游江段

流量、流速减少、降低其自净能力。尽管,这些

问题在“三峡工程”的设计方案中都已注意到

了, 但那只是个理论值,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

三峡水库投入运营后的实际检验。中游地区渴

望多时的开放开发态势已经到来,一时发展心

切有点“饥不择食”,发展了许多污染严重的中

小项目,已对该地区形成了严重的污染, 有的

地区不仅造成湖泊水不能饮用,连地下水也受

到污染, 可见其污染程度之严重。最近中央领

导已关注到这个问题,采用了治理措施, 关闭

了污染严重的企业, 以遏制污染的进一步恶

化。下游地区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越

发展污染越严重, 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特色,

也是中国的国情, 应及早扭转这种局面, 切实

处理为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从事使社会、

经济和资源都得到可持续发展。

至此, 朱博士仍谈兴正浓,看得出言尤未

尽, 可看了一下时间之后,他转了语气。朱博士

最后说: “总而言之,长江流域及其诸省市在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 如地区产业趋同化、产业结

构和布局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投资规模过

大、通货膨胀过猛、社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

化等等, 原因众多,既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引

导失当的缘故,又有整体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完

善的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保护长江开发

长江已是当务之急,关系重大,国脉所系,这已

在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中达成共识。

长江流域的发展已写入国家“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这说明长江流域开

发已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为此,我们有理

由对长江流域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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