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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三峡地 区的区住、资源环境条件等方面优劣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了发展三峡地区工业、农 

业、林 业、旅 游业等 区域经济 的战略 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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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三峡地区区域经济开发条件 

三峡地区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概念，是指 

与三峡工程有关的行政区域 ，包括四川省的 

黔江地区、涪陵地区、万县市以及湖北省的 

宜昌市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等 

30个县市，土地总面积约10．76万km 。它上接 

巴蜀 ，下连荆襄 ，北达中原，南通湘粤，是我 

国内陆腹地承东接西、南北对流的纽带，是 

东部技术、资金与西部资源 、物产的交汇区 

和不 同层 次的市场交 叉区 ，是 长江流域 历史 

悠久 、资源丰富的新兴发展区。 

1．1 区位优 势条件 一 

(1)枢纽地位 明显 。三峡地 区既处 长江 

中上游交接地带 ，又居两湖经济区和成渝经 

济区的结合部位，下联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 

“金三角洲”，在长江流域(尤其沿江地带)的 

经济开发与发展中处居承下启上和支下助 

上的重要枢纽地位。区内的经济开发，对促 

进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及长江全方位开 

放、加快长江沿岸产业技术经济密集带由重 

庆市向攀枝花市拓展延伸 、推动西南地区 

(尤其是有多种资源高度密集的攀西——六 

盘水地区)的经济开发乃至保护东部经济的 

持续稳定发展、加速和协调全国经济的平衡 

发展 ，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 

(2)我国中部贫困山区脱贫的示范地 

位。全国连片贫困山区以我国中部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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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集中。其中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既居 

我国中部，又是两个最大的贫困山区。三峡 

地区恰又是秦巴和武陵两大贫困山区的结 

合部位(接触线为长江)，分别为两者在经济 

开发中的南北门户和物资集散地。三峡地区 

的经济开发，既可打开秦巴和武陵两大贫困 

山区通向长江的经济通道 ，有助于推动两者 

的经济开发向各 自的腹地拓展，亦可为我国 

中部贫困山区的开发创造 中心开花的范例， 

起到分类指导不同贫困山区开发的示范作 

用 。 

(3)我国水电能源基地建设的优位区。 

全区可建大型至特大型水电站的站址众多 ， 

但 目前开发利用程度尚低 ，开发潜力巨大 ， 

开发前景广阔。三峡地区近邻用电紧张的华 

中和西南 ，毗连缺电的经济中心城市武汉 、 

重庆 、成都和长沙，又处于西电东送的接力 

点上，区内水能源的开发对缓解华中和西南 

电力紧缺状况 、减轻铁路北煤南运 ，促进 国 

民经济发展 。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 资源环境条件 

(1)农业 自然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类型 

多 样 。 三 峡 地 区地 处 亚 热 带 湿 润 季 风 气 

候区。区 内植 物种质资 源非常丰 富。据粗 

略统计 ，全 区拥有维管束植物 158科 、795 

属 、8 00o余种 ，占全国维管柬植物科数的 

42％、属数 的 25％和种 数的 l1％。其 中列 为 

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 47属，占全国保护植 

物种数的24％。区内还拥有可开发利用的经 

济植物 2 00o余种。包括药用 、芳香油 、纤 

维、拷胶、油脂 、树脂 、树胶和色素等类型，这 

充分说明三峡地区颇具发展立体综合农业 

和多种经营生产的优势。 

(2)矿藏种类丰富，优势矿产资源有限。 

三峡地区矿藏种类丰富，已探明的矿种近50 

种 ，占全国已探明矿种的38％。矿产资源的 

组合配置特点关系到区域系统综合开发的 

模式、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主导和支柱 

产业的选择等。从总体上看，区内矿产资源 

的组合配置具有能源矿产与金属矿产 、金属 

矿产 与非金属矿 产 、重金 属矿产 与轻金 属矿 

产 、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矿产 、化工非金属 

与建材非金属矿产等结合并存的特点。但从 

工业开采价值看，以岩盐和磷矿等化工非金 

属及建材非金属矿产较具区际优势 ，其余矿 

产仅具区内优势，区际优势不大。 

(3)水能资源丰富，开发优势突出。三峡 

地区降水丰富，河流众多，是我国水能资源 

的富区之一 。全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3 630万 kW ，可 开发量 2 700万 kW。 以长 

江、乌江和清江为重点 ，如葛洲坝工程(装机 

容量271．5万kW)，清江隔河岩水 电站(装机 

容量120万kW)，三峡工程(装机容量1 768～ 

1 820万 kW)，乌江彭水电站(装机容量 108 

万 kW)等。 

(4)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丰富多彩。长江 



三峡是我 国十大风景 名胜之 一 ，三峡地 区不 

仅 绮 丽 、山水风 光散 布全 区 ，而 且众 多文 化 

古迹名胜遍及各地。区内旅游资源的景点众 

多，具多功能和多价值的特点。全区拥有闻 

名中外的长江三峡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和 

三峡工程．记录长江水文变化的涪陵白鹤梁 

“鱼石”和云阳“龙脊石”，丰都“鬼城”，“江上 

明珠”忠县 的石宝寨 ，书法绝世 的万县西山 

碑林 ，“文藻胜地”的云阳张飞庙 ，历史名城 

奉节 的白帝城，大溪文化遗址 ，以及香溪昭 

君故里 、陆游洞、三游洞和峡 口风光等名胜 

古迹沿江分布；而佛教祖籍圣地的梁平双佳 

堂 ，“不异洞 庭 ，胜似 西湖 ”的 “蜀东西 湖 ”黔 

江小南海(地震湖)，大宁河小三峡风光等沿 

长江就近分散点缀 ，形成 了以长江为主轴 

线 ，以三峡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旅游佳 

地 。 

2 三峡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对策思考 

2．1 工 业 

三峡地区是我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 

平最 低 的地 区 ，也是 我 国最 大 的一 个移 民经 

济区 ，移民环境容量狭小 ，移民搬迁任务繁 

重 ，科学地选择区域主导产业是三峡地区经 

济发展和移民目标实现的关键。目前，三峡地 

区已形成了6大工业优势产业：以发电和输配 

电为特色的水电产业 ，以绿色健康食品为特 

色的食品产业，以磷化工为特色的化学产业 ， 

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产业 、以新型建材为特色 

的建材产业、航天工程及海洋探测产业。当地 

的各 级政 府和 企业 应积 极抢 抓 三峡 工程 机 

遇，为工程建设配套服务 ，从而带动三峡地区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实施开发性移民， 

调整生产力布局；充分利用对口支援，扩大招 

商引资，增强地方名优产品竞争力，从而带动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而这些又为提升三峡地 

区的经济实力提供了较好的内部条件。同时， 

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 ，改造并提升传统产业。 

2．2 生态农林 业 

三峡地 区已形成 以柑橘为特色的水果 

产业 、以草食动物为特色的畜牧产业 、以地区 

特种养殖为特色的水产业、以无公害反季节 

为特色的蔬菜产业、以优质绿茶为特色的茶 

叶产业、以乌红天麻为特色的中药材产业的6 

大农业特色产业。但由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 

遭受严重破坏，农业增收缺少支撑，要从根本 

上解决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态农林业经济。 

根据三峡地区 自然条件 ，可因地制宜地 

合理组合农 、林 、牧 、鱼 、加工的比例，建立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三结合的山地 

型生态农林业体系。一是建立优质高效的种 

植产业化基地。提高农作物品质，实现农业 

产品结构调整，退减小麦 、薯类种植面积 ，增 

种优质“双低”油料和优质小杂粮 ，改种优质 

稻、专用玉米 ，提高畜牧、水产品品质 ，建立 

无公害蔬菜基地。二是构建立体复合生态经 

济圈。根据物种对资源利用的互补特性 ，利 

用生物间生态位的差异 ，提高对资源的利用 

率。在大 田作物间开垦多熟种植和田间套 

作，形成农林、农鱼复合生态系统。三是建立 

庭院生态经济圈。利用庭院周边种植花 、草、 

药 、树 ；养猪 、鸡 、牛、羊 、兔、鸽 ；开展编织和 

农产品加工，配置沼气 ，建大棚温室，利用秸 

杆饲料 ，储备粮食等 ，在庭院形成立体配置、 

物质循环利用综合生产体系。采取“山顶种 

树，山腰种果，山坑养鱼”的山地生态农林业 

模式治理水土流失，在扩大绿地面积的同时 

实现经济同步增长。同时，走产、加、销一条 

龙 ，农 、工、贸一体化的农业经营模式，结合 

经济特点 、区位优势，发展以加工 、贸易、贮 

运为主导的第二 、三产业 ，逐步实现农村人 

口就向城镇转移，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 

力。 

2-3 旅游业 

三峡工程的修建 ，使库内旅游产品空间 

布局发生明显变化，成库后形成5大特色优 

势 ：三峡工程坝区人文与生态景观资源优 

势 、库内湖岛生态旅游资源优势 、库区沿江 

“山水型”生态移民特色城镇带旅游资源优 

势 、库区旅游产品空间布局集聚优势、凸现 

出库区支流河谷旅游资源优势。为此 ，要具 

体做到： 

(1)普查规划，确立开发重点。一是要弄 

清楚整体旅游资源的调整现状 ，做好资源的 

全面普查工作。二是对旅游产品开发价值进 

行科学的评估。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 

从旅游地理学 、旅游经济学以及旅游产业学 

的原理 出发对资源的科学文化价值 、美学观 

赏价值和康体休闲价值及其开发 的社会条 

件和自然条件环境加以综合分析。三是高起 

点、科学地规划旅游产业的发展。要围绕如 

何深度挖掘旅游资源潜力 ，突出特色 。强化 

重点 ，使三峡旅游产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 

生巨大的吸引力。 

(2)区内协作，建立联动机制。在旅游营 

销的过程中必须树立整体营销观念 ，也就是 

说要强化“三峡旅游”的涵盖性，作为三峡旅 

游在对外营销宣传过程中既要保持单个旅 

游产品的个性 ，也不能脱离“三峡旅游”的整 

体性 ，从而优化和突出特色优势。要充分发 

挥 区域区县区际的联合，形成联动机制 ，在 

营销策划 、宣传和产品开发过程中充分发挥 

整体效应，增强三峡旅游的整体影响力。一 

方面使单个营销成本得以降低 ，同时能使整 

体营销效应提高 ，还能使客源资源得到充分 

高效的利用，使整体收入弹性提高。 

(3)周边合作，建立互动体系。三峡库区 

旅游 区位于第一 、二级阶梯之间，同时处世 

界级旅游地所形成的环形腹地 ，要深度开发 

三峡旅游，必须与相邻周边以“双赢”的原则 

加强合作 ，建立互动体系 ：一是旅游产品开 

发的互动。鄂西、湘西北分别为湖北和湖南 

旅游资源的富集区，通过形成湘鄂渝周边互 

动开发旅游资源。加强与湘、鄂、渝邻近地区 

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的合作。二是强化地区间 

旅游基础设施 的建设 ，形成快捷 、经济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的多形式立体通道。三是形 

成客源互流机制，从邻近地区整体旅游产业 

的发展角度规划 ，以推出既符合市场需求又 

具有互动机制的黄金旅游线。四是与周边地 

区建立信息网络。 

(4)整合力量 、提升经营水平。抓住西部 

开发、移民开发 、扶贫开发以及长江流域经 

济开发所带来的契机 ，积极推行现代企业制 

度 ，加快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实现旅游网络 

化和集团化经营，逐步走公司化发展道路。 

坚持因地制宜 、因企择制 ，实行多种形式 的 

产权制度改革。要以具备一定条件和规模的 

骨干部门为龙头组建旅游企业集团，走旅 、 

工 、贸结合 ，资产重组 、规模经营的发展道 

路。地方政府要把旅游产业计划纳入当地国 

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逐年增加 

旅游事业经费和旅游专项发展资金。同时金 

融机构要大力增加借贷资金来源，优化对旅 

游产业贷款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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