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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随着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推进，生态经济必将唱响中国神州
大地，以生态修复为契机，未来长江经济带
必将迎来绿色经济的大发展，长江经济带也
必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空间格局优化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描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港口资源整合模式优化研究

观点：
通过对国内外港口资源整合主要模式深

入调查，综合分析我国现行我国港口资源整
合优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明了港口资源
整合模式进一步优化对策，为国家经济带建
设建言献策。

加快三大航运中心建设
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上海、武汉、重庆分别是我国长江下
游、中游、上游最大的开放港口和中心城
市，构建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龙头，以
重庆长江上游、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为
枢纽，长江干支流主要港口为支撑、低成
本、大运能、服务优、通江海的现代化水
运体系，是进一步增强长江黄金水道服务
能力、扩大辐射范围、提升服务水平，推
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如何推动大保护下的高质量发展
—专家学者畅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观点：
万里长江如何实现大保护下的高质量

发展？如何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协
同推进？近期，多位专家学者在报刊上对
此进行了深入解读和阐释，作为交通水运
行业期刊，本刊对近期各界学者公开发表
的最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进行了梳理，综
述如下，以供交通水运工作者借鉴。

发挥绿色金融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作用

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探索
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
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
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包括产业催
化、产权催化等，这些都离不开金融业的
资金支持，即离不开绿色金融。为此，党
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的要
求。

航运中心复合型人才现状分析及对策

观点：
航运复合型人才是武汉航运中心建设的

重要支撑，随着科技的进步，航运业对人才
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走访调研多家航运企
事业单位，从企业、院校、行业三个角度疏
理目前航运业人才现状，分析目前航运业对
航运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定位，提出加强长江
航运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开发的总体思路及相
关对策，以提高武汉市航运复合型人才的综
合素质，促进长江航运产业更好地发展。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专家谈 Expert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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