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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部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投资重点的变动，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出现了政策边缘化的倾向，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下降，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为了解决中部地区

发展不足的问题，国家从战略的高度适时提出了加快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中部振兴战略，
这就为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人才

济济，交通发达，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中部地区文化相近、生活相通、地缘优势明显，
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郑州、南昌、合肥等大中小城市支撑，优势

互补、产业分工与协作明显的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区内有着共同发展的强

烈愿望，具备共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当前，区内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机制正在建立，大发

展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其发展必须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党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给中部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

发展机遇，可以预见，中部将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在我国的“十一五”
规划中中部地区也已正式成为我国的一个经济区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有关方面

对中部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和应用价

值，但中部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这些研究中，其经济比较更多的是中部与其他区域

的比较，其提出的策略也多是中部整体崛起的策略。而中部区域内部的比较，中部各省之

间的比较还鲜有触及。早在２００５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湖北时就明确要求：湖北要成为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在中部六省中，无论是从经济实力、现有基础，还是从

历史地位和地理区位看，湖北都应该加快发展，走在前列，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更大

贡献。目前，全国及各省的“十二五”规划都已步入实质性实施阶段，新的经济区划亦在规

划的时刻，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进程中，湖北人民正斗志

昂扬，大发展的时机已经来临。因此，通过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的比较，积极探索湖北跨

越式发展的新思路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以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理论为支撑，以湖北为主要研究

对象，结合中部地区发展的实际，运用比较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湖北经济发展的新

背景、新趋势、新空间，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基础比较，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现状

比较，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潜力比较，湖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比较优势发挥的途径

和政策建议等５个层次、１２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如循环经济、和谐社会等热点问题，

利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理论，详细论述了湖北经济

发展所处的新背景、新空间及发展趋势。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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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给中部六省带来了更新、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其发展面临

着中部崛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背景，必将对湖北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全国经济区划大调整、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综合改革配套试验

区等又为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为湖北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

的机遇。同时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又为湖

北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为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基础的比较。本部分主要从地理

与经济区位、自然资源禀赋及其竞争力及区域发展环境三大方面对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

发展基础进行比较，其比较的重点为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制度等各个方

面，通过比较寻找区域发展差异。
第二部分为湖北与中部五省地理与经济区位的比较。本部分主要从地理区位、产业

发展战略与工业基础和市场状况等方面进行比较。通过与中部五省的比较，我们不难发

现，湖北具有明显的地理区位比较优势和产业、市场、金融等经济区位优势。
第三部分为湖北与中部五省自然资源禀赋及其竞争力比较。自然资源禀赋在一个国

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或

地区财富的象征，是当地人们可以引以为傲的资本。土地肥沃、矿产丰厚、气候适宜等优

越的自然条件，包含着某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种种潜力和契机。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化重要

的物质条件，并在中部六省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自然资源禀赋及其竞争力的差异

仍然突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湖北是一个资源大省，矿产资源品种齐全，资源量大，可利

用土地资源丰富，水资源优势突出，但并不是一个资源强省，特别是矿产资源竞争力明显

不足，对湖北产业的布局和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充分发挥湖北竞争力

较强的自然资源优势，优化资源结构，加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是实现湖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部分从城市化水平和科技教育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就中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环境进

行了研究。就城市化水平而言，经过改革３０多年的发展，虽然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有

了明显的提高，并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总体来看，湖北省在中部地区最高。在科

技发展水平方面，特别是从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看，由于湖北教育资

源丰富，科研机构分布广泛，并注重科教的投入，湖北的优势非常突出，这为湖北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为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现状比较。本部分从综合和分项两

个角度，并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

的指标进行对比，以寻找湖北的发展优势和潜力。
从总量来看，湖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中部地区紧随河南，位居第二，可见，湖北的综合

实力很强，但是，湖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高，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致使湖北的

国内生产总值与河南的差距逐渐增大，也逐渐被中部其他省份赶上。湖北省的市场经济

发育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在中部地区较高，对外贸易环境较好，竞争力较强。
从经济结构来看，虽然湖北的三次产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都有待优化和提高，特别是第一产业和国有经济比例偏大及外向型经济不足的问题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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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成为制约湖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障碍。
从投资结构来看，湖北省的投资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国有投资倾向，国有投资比重超

出全国水平的５％，也高出其他五省；利用外资比例低于全国水平近１％，在中部地区有一

定的比较优势。
从综合实力比较来看，湖北综合得分最高，得分为１．９５６。其次是河南、湖南、山西、

安徽和江西。实力最强的湖北处于区域的核心位置，次强的河南、湖南和山西作为中部发

展首要圈层。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把城市继续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
并形成以湖北为核心，以河南、湖南和山西为３个支点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加强区域

内的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第七部分至第十部分为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潜力比较。本部分从区域经济增长

源泉、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区域创新能力、区域经济合作能力４个方面进行比较，以探寻湖

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区域经济增长源泉方面，通过建立ＣＤ函数的时间序列分析，中部各省经济增长源

泉结果如下：影响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主要有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对外开放

程度；影响安徽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是劳动投入，其次是人力资本投入和城市化水平；影

响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分别是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城市

化水平；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分别是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外开放程度

和人力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江西省的经济增长影响比较

显著；对于山西省而言，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城市化水

平、人力资本投入。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以物质资本的投入为主，且

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其发展方式呈现出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式态势；湖北经济发展方式

与中部五省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已对湖北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改变发展方式

势在必行。
在区域创新能力的比较方面，我们主要从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两个方

面进行考量。通过利用层次分析法，我们得出：①区域创新组织结构。湖北省的区域创新

组织结构最合理、主体最集中、主体间关联最紧密；湖南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开放性

得分最高，说明创新系统与外界联系最密切；河南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集聚性得分最

低，但其大中型企业数量和产值、邮电业务量、互联网拥有量４个指标数值超过其他五省，
说明其企业发展状况与信息交互平台构建最好；安徽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开放性得

分最低；山西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关联性得分最低；江西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综

合得分最低。②区域创新运行机制。湖北省区域创新系统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综合得

分最高，说明其区域创新动力最强劲、政府与金融调控能力最高、运行机制最具效率；河南

省区域创新系统扩散机制得分最高，说明河南省区域创新主体间联系更为紧密，创新成果

更易流动转化为经济产出，但其与湖北、湖南两省差距并不明显。湖南、安徽区域创新系

统运行机制效率处于中部地区中游水平。安徽省创新动力较强、金融扶持力度最大；山西

省区域创新系统动力机制得分最低；江西省区域创新系统综合得分及其扩散机制和调控

机制得分都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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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经济合作能力方面，通过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分析得知：中部

六省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湖北的能力结构得分最高，其次是河南、湖南、山西和安徽，江

西的能力结构得分较低。这一结果同时也说明了中部六省的合作存在３个层次：一是湖

北、河南和湖南为核心的较高效率和较广范围的合作；二是以安徽、山西为主的合作效率、
合作领域有一定局限的合作；三是与江西开展的较低层面的合作。

第十一部分从湖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比较优势发挥的途径两方面进行了研究。本

部分在比较不同专家学者在湖北发展问题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湖北发展实际和社会发展

的内在要求，从建立“两型社会”体制机制、发展循环经济和区域空间形态创新３个角度入

手，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实现的

具体途径。
第十二部分主要从落实湖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比较优势发挥的途径方面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建议。为了保证本发展思路的落实，本书从“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两
型社会”的体制机制”、“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的步伐”、“积极开展流域改革，形成以流域为支撑的中观管理体制”、“积极发展区域空间

形态因素，大力推进区域融合与区域空间形态创新”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比较注重利用前沿理论和方法，在对湖北与中部的发展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和特色。其创新点或特色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负责人多年来在区域空间形态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本研究中，并结合

湖北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实现

途径。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发展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和产业链等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因素

及网络化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是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流域特征，而资源环境问题又主要集中在流

域，因此，从加强资源环境管理方面提出了强化以流域管理机构为支撑的中观管理体制改

革的建议。建议认为，应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综合管理功能，变单纯的开发利用管理为开

发与保护并重管理，并赋予其在环境保护立法、执法、监督和管理权，流域资源环境、产业

发展与规划权等职能，并积极探索用流域限批等新的环境管理工具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三是从强化湖北的交通运输中心和国家路网建设的角度，建议将焦枝—枝柳线等作

为未来的骨干铁路来建设，使京九线、陇海线、焦枝—枝柳线、浙赣—湘黔线先期形成全国

的铁路环网，以减轻现有骨干铁路的压力，并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改变鄂

西北、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局面，达到湖北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本书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比较研究》（项目批

准号：２００７１０５００１）的最终成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术著作出版社

基金的资助。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由汤尚颖教授负责全书的组

织、设计、审稿、定稿工作。初稿写作分工情况为：第一部分宋胜帮、宋俊辉；第二、四部分

宋胜帮；第三部分徐巍；第五、六、七、八、九、十部分程胜；第十一、十二部分汤尚颖。资料

整理：王知昭、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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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湖北经济发展所处的新背景、
新空间及发展趋势

　　未 来１０～２０年，是 我 国 进 入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的 关 键 时 期，面 对 我 国 正 式 加 入

ＷＴＯ，东部地区进入小康社会、迈向现代化，西部地区进入全面大开发的背景下，中部六

省将面临更新、更大的挑战。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领头羊，要想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就
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条件，以利于把握其发展机遇。

§１．１　湖北经济发展所处的新背景

中部地区（指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

西、连南 接 北 的 区 位 优 势。中 部 地 区 国 土 面 积 为１０２．６９万 平 方 千 米，占 全 国 总 面 积 的

１０．７％；总人口３．６１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８．１％；是我国除了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

东部地区三大地区以外“剩余”的第四大区域板块，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
在中部六省中，湖北凭借其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

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经济总量位居前列，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同时也应该

看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湖北在计划经济

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许多优势已日渐消失，进而使湖北在中部地区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
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看，湖北经济发展面对着经济飞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又
面对着中部其他地区及西部大开发迅速崛起的省份，不进则退的形势十分严峻。面对新

形势和新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增强忧患意识，正视湖北经济发展

的新背景，以重塑湖北领跑中部的领先地位。

１．１．１　中部崛起为湖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区域发展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多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

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几次大的

调整，但每次的重点都在东、西部地区之间进行选择。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区域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改变生产力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布

局，因而把发展的重点转向内地。在这一时期，虽然国家也注重对中部地区的投资倾斜，
建立了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投资的重点仍在西部地区，尤以

“三线”建设时期为甚。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较好

１



�
�
�
�
�
�
�
�
�
	


�
�

�

的东部沿海地区又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地区，对东部地区实行资金和政策扶持，使得东部

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率先发展的区域；２０世纪末，随着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

日益突出，在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着眼于促进西部地区发展，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乘势而上，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经济与社会出现加

快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传统的中部地区在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不断受到冲击，再加上区

位条件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国家实施了促进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为东北地区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正雄风重振，呈现出勃勃生机。在此形势下，中部

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对趋缓，长期处于政策“凹地”的中部地区成为发展速度最慢的地区：

１９７８年，中 部 地 区 的 ＧＤＰ 相 当 于 东 部 地 区 的４３％；２０００年，东 部 地 区 的 ＧＤＰ 为

５２７４２．８１亿元，占全国的５３．５％，中部地区的ＧＤＰ为１８９００．７５亿元，占全国的１９．２％，
中部地区的ＧＤＰ相当于东部地区的３５．８％；到２００６年，东部地区的ＧＤＰ为１２８５９３．１
亿元，占全国的５５．７％，中部地区的ＧＤＰ为４３２１８亿元，占全国的１８．７％，中部地区的

ＧＤＰ相当于东部地区的３３．６％。
面对东部繁荣、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局面，中 部 地 区 的 发 展 却 很 缓

慢，问题众多：“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产业结构转换越来越困难、资源被拉空现象越来越

突出，不言而喻，“东西夹击”下的中部正在“塌陷”！
中部地区是我国的内陆腹地，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大支点，中部地区发展

状况如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回顾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

程，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就是中部地区的发展一直没有受到国家应有的重视。在竞争优

势、政策支持不及东、西部地区的条件下，中部地区如何发展，走出“凹地”，就成为目前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①。
值得庆幸的是，中部地区的发展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２００３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上，国家提出统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这为以后中部

地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地区间协调发展，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已成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报告指出：“中部地区要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

城镇化进程。”同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挥区

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加强现代农业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这
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和强大的发展动力。２００４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概念。同年１２月初，在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 理 再 次 阐 述 了“促 进 中 部 崛 起”的 含 义 和 重 大 意 义。２００５年 中 央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至此，促进中部崛起成为中央政府确立

的继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的第四个区域发展战略。２００６年

３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也研究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

２

①郭生练等．中部发展的现状、战略与对策研究［Ｍ］．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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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问题，会议认为中部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全国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 发 展 全

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可以预见，今后若干年，中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主要活力区。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东部地区深化对外开

放，向内陆延伸拓展，全方位参与国内外竞争与合作的需要，对于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相
互促进的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提出标志着中部地区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无疑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湖北地处华

中腹地，交通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产业基础较好，综合配套能力强，资源丰富，产业优势明

显，对于承接国内外资本的投资和东部产业转移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

阔。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０５年视察湖北时明确要求：“湖北要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

战略支点。”这既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对湖北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
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我们必须树立抢抓机遇意识，牢牢把握机遇，充分发挥

自身的比较优势，把我们的区位、资源、科教和产业等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把
获得的一系列新机遇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增长优势，把潜在的可能变为发展的现实，争取在

中部地区率先崛起，努力使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中西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１．１．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湖北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农业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选择了一

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我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

累资金，主要是通过政策的倾斜，借助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低价农产品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工业和城市，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换言之，我国工

业化初期，实行的是依靠农业作贡献来发展工业的战略，我国工业取得的巨大发展与农业

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最大的消费群体、市场，是我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长

期存在，城市发展很快，农村发展滞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

需解决的诸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和城乡差距进一

步扩大等“三农”问题，这造成了内需不足，客观上影响了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增加

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得不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就很难赢得主动。
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２００６年我国的ＧＤＰ总量按汇率折算达到２６４５２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ＧＤＰ总量占世

界的比重约为５．５％。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和城

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顺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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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及时地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央连续下发３个“一号文件”，出台一系列强

有力的诸如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等政策措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

重点。“十一五”时期特别是近两年“三农”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

积极变化。２００５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

务，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要求，扎实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和落脚点应当是增加农

民收入，使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实惠。
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

重要机遇期。在“十一五”开局之时，党中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

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是在新形势下加强“三农”工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战

略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为从根本上

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是对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湖北是我国重要的农业

大省，但农业的效益相对较低，“三农”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农村体制机制不健全，农业基础

薄弱，劳动生产率低，农村人口多且富余劳动力素质不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整体上还不够强，农村安定和谐的局面面临着许多压力，存在

不少不稳定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无疑对加强农业发展、繁荣农村、富
裕农民，改变农村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加快湖北发展提供了一

次重大的发展战略机遇，对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湖北农村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可靠保障。

１．１．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阶段，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着各种突出的问题：我国已经步入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期，２００３年

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达到１０００美 元，国 际 经 验 表 明，这 段 时 期 既 是 经 济 发 展 的“黄 金 发 展

期”，也是“矛盾凸现期”。所谓“矛盾凸现期”，是指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提高，
居民的收入结构和各种经济关系发生剧变，居民收入以及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生态环境

遭受破坏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许多地方均已出现，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将会

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阻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我国经济社会内部，还存在着社会

经济发展失调，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
效益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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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

分化加剧，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得以改进。同时，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不平静，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
可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既面临着国内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面临着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所有这些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加以解决，才能有力地应对

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战略。党的十六大首次在执政纲领里提出“和谐”一词，并把它作为中国新一届

领导人的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能

和谐相处的局面”，并且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２００４
年以来，以胡锦涛同志领导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明确提出并逐渐丰富“和谐社

会”的概念和内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决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并作为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开始实施。从此，“和谐社会”的思想全面地进入理论和实践视野，引起人们的

极大关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初，胡 锦 涛 同 志 在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上 明 确 指 出 并 强 调，要 把

“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任务。２００５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阐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随

后的同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以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集

体学习。２００５年３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

大量的篇幅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政策措施。这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一

战略决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既继

承、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作出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应对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和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提出的。它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不断探索和深化的结果，是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创

新，表明我们党清醒地把握住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清醒

地把握住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质，具有深远的内涵和意义。它必将推动我国各项事业顺利向前发展，实现现代化。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必将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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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湖北经济发展所处的新空间

２１世纪头２０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将更加显现一些新特点：一方面

国际产业和资金正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沿海发达地区产业也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另一方面是产业分工和重组正演变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内部的分工和 重 组。而

且，由于资源配置、采购和市场的全球化，国际竞争正日益表现为国内竞争。因此，正确认

识湖北自身所处的发展空间，谋求湖北新的发展思路与途径，从而对实现湖北经济社会的

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１．２．１　全国经济区划大调整为湖北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区域划分是研究区域经济的基础，是深入探讨区域发展的前 提，是 把 握 区 域 发 展 规

律，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基本的工作。我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各地区之间经济技术、社会生活、地理区位等存在的

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应该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因而，制定合理

的经济区划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加快建立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基本上是根据资源禀赋、经

济地理区位、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等的原则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地域单元，作为国家规划建

设布局和政策实施的基本区域框架，并适时选择重点发展区域和调整生产力布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区域规划逐渐突破行政限制，纳

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促进了区内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要素流向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和

行业，从而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达到经济区划的目的。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
思想，将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优先开发东部地区，全国要支持这个

大局；等将 来 条 件 允 许 了 再 来 开 发 西 部 地 区，全 国 也 要 支 持 这 个 大 局。“六 五”计 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以适应国家实行非均衡的沿海重点发展战略，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沿

海地区与内陆地区。１９８０年，我国正式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这５个经济特

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的政策和优惠措施，随后逐渐开放了沿 海、内 陆 的 城 市。

１９８６年通过的“七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并对每个地带的发

展方向提出了要求。“九五”计划在划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同时，又划分了长江三角洲

及长江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
西北地区七大经济区，其中，山西划归环渤海地区，而中部地区只包括湖北、安徽、江西、河
南、湖南五省。

１９９９年，伴随现代化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开发西部的战略时机已经到来，我国实

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与东部的差距。２０００年，国务院

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将“七五”计划时划分的西部省（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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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范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是“十五”时期，国家按

照西部、中部、东部地区的先后次序来统筹安排和布置全国的经济布局，把广西、内蒙古划

归西部地区，形成新三大地带，吉林和黑龙江被列入中部地区，辽宁还在东部地区。２００３
年ｌ０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把辽宁、吉
林、黑龙江三省划归东北地区。这样中部地区就包括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六

省。这是国家在作进一步的区域规划，调整区域发展战略，突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战略在我国区域发展整体战略中的地位，而中部地区再次遭受“冷落”。２００４
年，国家注重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加快中部地区发展。
长期以来，农业在中部地区占主导地位，受传统自然经济的影响较严重，开放意识不

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致使内外发展阻力重重，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新世纪

里，国家重新进行了区划调整，明确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四部

分，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制定、实施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发展战略：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 部 地 区 的 支 持。
这必将对中部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一员，湖北有着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全国区划的重新调整，突
出了中部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也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大大鼓舞了中

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信心，这对于充分发挥湖北在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加
强现代农业，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１．２．２　全球经济一体化为湖北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空间与海洋

技术、环境保护技术等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空前发展，使得通讯手段不断革新、电
子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大量应用和普及，互联网络迅速发展到全世界。交通运输的发达，
使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全球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 在 一 起。
在此基础上，世界市场迅速扩大，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以市

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参与国际分工，逐步面向世界市场，融入世界市场。
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它是随着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国

际分工进一步加强，商品、服务、信息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各国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趋于全球一体化。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

济日益融合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２０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

逆转的潮流。它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渗透性越来越强，也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
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它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

合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各国经济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协作，这对于

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生产要素的不足，为各国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技术、市场、产业等的一体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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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和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
然而，当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从根本上仍未改变，仍以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发达国家

占主导，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并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发展中国

家整体实力不强。因此，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即是机遇又充满了挑战。但

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以积极的姿态面对这一发展趋势，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积极参与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才能充分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不仅从经济层面，而且从制度

层面加快了我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这就为中

部地区迅速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湖北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却又面临着全球化的

浪潮，湖北的信息化水平处于起步阶段，而信息化、知识化的一些产业要素却又日益临近。
这就要求我们应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

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使资源重新组合、达到配置

最优化，在发达国家已经迈进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

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达国家不断将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中处于最低端的加

工组装环节向我国转移，而且还将不少附加值较高、资本和技术含量较大的产业列为转移

对象。而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壁垒的日益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这
无疑将给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丰富的湖北对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加大具有传统优势的诸如钢铁、汽车、光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升级，乃至创建新产业，扩大产品的出口，积极参与国 际 竞 争，促 进 就

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１．２．３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湖北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从总体

上看，至少需要从以下两点来理解：第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实现多层面、立

体式协调发展；第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眼于“制度创新”、以“立”为主，起着先试、先

行的作用，以全面推动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进而向全国推广②。可见，国家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应该理解为：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

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实验区。
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

制是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旧体制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于经济社会生活

中的各个方面，经过一次改革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目前，我国的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

化和攻坚的阶段，已经转向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

础的发展这样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东部地区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深化改革，中部地区的发展

８

②王家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作 用 机 理 及 对 策 研 究［Ｊ］．华 侨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８，５７（１）：５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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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改革也更为强烈和必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施的是倾斜沿海发展的战略，设立了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５个经济特区，后又逐步开放了沿海城市，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

策，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的改

革开放建设中却没有得到许多先发先行的政策红利，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与东部地区的

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东中西的地区差距不仅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对东部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和资本转移也起到了约束和阻碍作用，从而影响了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格

局的形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西部地区要想摆脱目前的落后状况，实现

赶超东部地区的目标，依靠传统的发展路子已经行不通。同时，也不可能再沿袭东部地区

获得发展所经历的途径。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这一点在中

部地区表现的十分明显：城市发展很快，农村发展滞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

列需要关注和亟需解决的诸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城乡差距进一步扩

大等“三农”问题。农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

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城乡差距的存在，就不可能实

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要解决目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原有的和新产生的问题，就要突破制度和机制的约束，

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为业已建立的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提供制度保证和支撑。因此，国
家需要新的改革动力，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改革示范区。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武汉城市圈被国

家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

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我国在中部地区

布局的第四个改革试验区。这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思想在区域发

展中的实践和探索，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以省会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总面积占湖北的３３％，人口占湖北全部的５１．２％，

在中部地区拥有经济、交通、金融、科技、文化上极强的凝聚力、集散中心、辐射能力，是湖

北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是长江中游

最重要的城市群，是中西部地区发展最具潜力的重要区域。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国家“两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把武汉推到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前台。它的目标是要通

过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先试，大胆试验探索，大胆改革创新。
对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和提升服务业，深化体制改革

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湖北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形成东中西部

地区相互联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有利于武汉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获得巨大的

体制和政策优势，为武汉城市圈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对进一步解放思

想，深化改革，发挥优势，用新思路和新体制推动湖北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进而推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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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湖北经济发展趋势

湖北省经济在中部地区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力发展湖北省经济，进一步提

升其龙头地位的带动作用，关键是要把握和了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自身的发展态势。

１．３．１　新型工业化是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比较而言的。传统工业化一般是指从１８世纪英国工

业革命开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止，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而

实现工业化的发展历程。而新型工业化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

断充实其内容。一般来说，新型工业化是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从以工业经济

为主逐渐转变以信息经济为主而实现的一种新的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新型工业化能够有

效配置资源，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要求经

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后发展国家必须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在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度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虽然建立起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存在企业经济效益整体实力不强、产业结构失调、城乡

差距扩大、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不协调的客观现实问题。同

时，随着工业化在全球的日益推进，逐渐出现了地球变暖、空气质量下降、环境污染、生物

物种消失等等负面问题，引起人们对自己发展方式的反思和担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使世界面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重组。经济全球

化趋势日益加强，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各国经济和市场进一步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在这样

的背景下，我国必须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摒弃传统的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

工业化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走出

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

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发达国家

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我国过去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我们总结国内外

工业化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当前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形势而作出的科学决策，是实现我

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政策和实

践意义。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湖北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化进程是湖北省保持较快

的增长速度，迅速提高湖北省综合实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从总体上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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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举措，对于实现富民强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

１．３．２　新型城镇化为湖北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支撑

城镇化是我国理论界近些年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立场的不同和研究角度的

差异，使城镇化的概念呈现多样化。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范围的界定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分，广义的城镇化，它包括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狭义的城镇化，它只包

括大中小城市，而不包括小城镇。总的来看，小城镇的空间演变形式是人口分布由原来较

为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在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小城镇集结。其结果是城镇人口比

重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比重日益下降，城镇与农村的差别不断缩小，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

格局。
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起源于工业化，但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发源于城乡分离③。从

城镇化的发展历史分析，城镇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才发生的，没有工业化就没 有 城 镇

化④。城镇作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发展的载体，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

合实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作为城镇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小城镇，不仅

是大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城市和农

村的桥梁。推进城镇化进程，就是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实现城市

与农村的积极互动的过程。
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并主要依靠小规模农

业维持生计。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三农”问题十分严重，
直接阻滞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导致农村地区的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以

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的

政策控制城市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我国注重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发展迅速。但是，大城市的高速扩张带来了拥挤和低

效率的“城市病”，城市内部出现了“二元结构”，一些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出现了滥占耕地、
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面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统筹规划，以

推动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把发展小城镇提高到“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并充分肯定了发展小

城镇的重大意义，我国小城镇建设开始进入新纪元。此后，在《国民经济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中明确指出“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在十

六大报告中又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目前，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已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客观要求，是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湖北是农业

大省，走城镇化之路是湖北的必然选择。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为湖北省的城镇化建设提供

１１

③

④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谢文蕙等．城市经济学［Ｍ］．北京：清华大学，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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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指导。它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城

乡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３．３　区域创新是湖北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区域创新不断塑造着新的区域经济形态，并成为区域发展新的动力和源泉。区域创

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和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区域

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创新；狭义仅指与区域新

技术、新知识创造、产生、流动、应用有关的过程，即熊彼特所指的创新。区域是一个时间

和空间的集合体，区域创新不仅要反映区域的时间维度，而更重要的是反映区域的空间维

度，强调区域的空间创新。而所谓空间的创新，即区域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及相互关

联的创新。当前，区域创新已经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进入到以区域空间形态创新为主导

的新时期，而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则是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基础，由城市群、产业集聚区

和产业链等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因素共同组成。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的运行平台⑤。
区域经济学是目前经济学门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应用经济学科之一，而区域创

新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经济

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化特征，区域正逐渐成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经济区

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征。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已不能充

分解释和探究当前及未来的区域经济现象，而区域创新正不断塑造着新的区域经济形态，
并成为区域发展新的核心动力和源泉，区域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

决定性因素和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
中部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投资重点的变动，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出现了政策边缘化的倾向，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下降，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为了解决中部地区

发展不足的问题，国家从战略的高度适时提出了加快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中部振兴战略，
这就为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人才

济济，交通发达，市场广阔，发展的潜力巨大；中部地区文化相近、生 活 相 通、地 缘 优 势 明

显，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郑州、南昌、合肥等大中小城市支撑，
优势互补、产业分工与协作明显的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区内有着共同发展

的强烈愿望，具备共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当前，区内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机制正在建立，
大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其发展必须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区域创新

作为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在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方面具有独

特的作用，以区域创新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是湖北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１２

⑤汤尚颖等．中国中部地区区域创新模式研究［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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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地理
与经济区位比较

　　中部地区气候适宜，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社会比较发达

的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称，特别是建国以来，国家在中部

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使其成为我国工业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其他原因，使得

中部地区发展十分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中部面临塌陷的危险。进入新世纪

以来，国家从统筹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

中部地区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中部各省跃跃欲试，纷纷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应战

略，形成了一股“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热潮。为了明确湖北省在中部崛起中的比较优势

和不足之处，制定符合湖北发展实际的发展思路，实现湖北在中部率先崛起，有必要与中

部其他五省进行经济发展的地理与经济区位比较。

§２．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地理区位比较

２．１．１　中部六省地理区位概况

中部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承接南北，连接东西，地理区位优越。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区，洞庭湖以北，靠河南，连安徽，接江西、湖南，邻四川、重庆，

北与陕西毗邻。鄂西北有大巴山、武当山地、大神农架、荆山、巫山等，鄂东南有江汉平原，
多湖泊，有“千湖之省”之称。鄂北为岗地，鄂东是低山丘陵。土地总面积为１８万多平方

千米。湖北省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中间低平，成一个不完整的盆

地。全省地貌结构复杂，态多姿，低悬殊，大部都在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上，鄂西北到鄂东南，
山重叠，绵不断。多样的地貌类型，把全省大致分为“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格局。湖北省地

处亚热带，位于典型的季风区内，除高山地区外，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
热同季，光、热、水资源较丰富的特点。但因境内地形复杂，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从日照、
气温、降水的分布看，不仅南北差异明显，东西差异和垂直差异也很显著。气候复杂多样，
且独具特色。湖北省会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合流处，长江与汉江横穿市内。武汉自古以

来就是我国内地的重要商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中部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有京

广（北京至广州）、襄渝（重庆至襄樊）、武大（武昌至大冶）、汉丹（汉口至丹江口）等铁路。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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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依托，武汉正向着建立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发展⑥。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黄淮海平原西南部，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

山西，西接陕西，南邻湖北，呈望北向南、承东启西之势。国土面积１６．７万平方千米，居全

国各省区市第１７位，约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７３％。河南省地势基本上是西高东低，北、西、

南三面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沿省界呈半环形分布；中、东部为黄淮海冲积平原。

河南省属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样的特点，冬季

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气温大体东高西低，南

高北低，山地与平原间差异比较明显。河南省地理位置优越，古时即为驿道、漕运必经之

地，商贸云集之所。今天，河南地处沿海开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由

东向西推进梯次发展的中间地带，境内京广、京九、焦柳与陇海、汤濮、新菏、漯阜在境内交

汇，形成三纵四横的铁路网，五纵五横的国道干线，国家两纵两横高速公路中，京深和连霍

一纵一横经过河南，全国光缆干线“八纵八横”中有“三纵三横”经过河南，公路交通四通八

达，９条国道干线呈五纵四横分布境内，拥有３个飞机场，是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大通道

和通讯枢纽⑦。

江西省简称赣，因江西省最大河流为赣江而得。全省面积１６．６９万平方千米，占全国

土地总面积的１．７４％。江西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江西省地处我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

游南岸，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

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绕有幕阜山脉、

武夷山脉、怀玉山脉、九连山脉和九岭山脉；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

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江西处于北回归线附近，春夏之交冷暖气流交汇 于 境 内，梅 雨 连

绵，夏秋之季，气流单一，晴热干燥，冬季阴冷，全省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为亚热带湿润气

候，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江西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腹地，与

上海、广州、厦门、南京、武汉、长沙、合肥等各重镇、港口的直线距离大多在６００～７００ｋｍ
之内。境内高速公路达２２０６ｋｍ，出省主要通道全部高速化。京九线、浙赣线纵横贯穿全

境。航空便捷，全省 现 有４个 民 用 航 空 港，开 通 了 至 北 京、上 海、香 港 等 地 的 几 十 条 航

线⑧。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是我国东部襟江近海的内陆省 份，跨 长 江、淮 河 中 下 游，东 连 江

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南邻江西，北靠山东。全省东西宽约４５０ｋｍ，南北长约５７０ｋｍ，

总面积１３．９６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４５％。全省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地

貌南北迥异，复杂多样。安徽资源条件优越，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自

然资源丰富。长江、淮河横贯省境，分别流经安徽省长达４１６ｋｍ和４３０ｋｍ，将全省划分为

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淮河以北，地势坦荡辽阔，为华北平原的

一部分；江淮之间西耸崇山，东绵丘陵，山地岗丘逶迤曲折；长江两岸地势低平，河湖交错，

平畴沃野，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皖南山区层峦叠峰，峰奇岭峻，以山地丘陵为主。安徽地

１４

⑥

⑦

⑧

资料来自中部崛起网和湖北省政府网站综合整理

资料来自中部崛起网和河南省政府网站综合整理

资料来自中部崛起网和江西省政府网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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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暖温带过渡地区，以淮河为分界线，北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南部属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季风明显，四季分明。安徽襟江带淮，吴头楚尾，承东启

西，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无缝对接的纵深腹地。安徽交通便捷，公路密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１倍，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１３００ｋｍ；铜陵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连接

南北，公路和内河运输能力分别居中部地区第２位和第３位；京沪、京九、亚欧大陆桥等铁

路纵贯境内，全省铁路通车里程已达２３２６ｋｍ，居华东首位；空中交通拥有合肥、黄山、芜

湖、安庆、蚌埠、阜阳六大机场⑨。

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南岸，东西直线距离最宽６６７ｋｍ，南北直线距离最

长７７４ｋｍ，全省土地面积２１．１８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２．２％，是一个紧邻沿海

地区的内陆省份，是连接东部沿海省与西部内陆省的桥梁地带。湖南三面环山，东有幕阜

山、罗霄山脉，南有南岭山脉，西有武陵山、雪峰山脉，北为洞庭湖平原，呈三面环山而向北

敞开的马蹄形盆地。总地势为南高北低，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湖南省的航空以长沙为中心，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有多个航班飞往国内外各大

城市，另外两个民用机场，分别是张家界机场和常德机场。铁路 网 较 为 发 达，有 京 广、浙

赣、湘桂、湘黔、枝柳５条铁路干线贯穿全省，全省各旅游城市或地区基本有铁路通达；全

省的公路交通便利；水运发达，省内湘、资、沅、澧四水均可通航。长沙、衡阳、株洲、湘潭、

邵阳、怀化、常德、岳阳等城市，不仅是全省铁路和公路交通的枢纽，也是水路交通的重要

中转站瑏瑠。

山西地处黄河以东，太行山之西，简称晋。东与河北省为邻；西、南以黄河为堑，与陕

西省、河南省相望；北跨绵绵内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国土面积１５．６万平方千米，

基本地形是中间为盆地，东西侧为山，被人们称为“表里山河”，东西宽约２９０ｋｍ，南北长

约５５０ｋｍ，总面积为１５．６万平方千米。山西地处内陆，降水稀少，十年九旱，山区、丘陵区

约占８０％，自然条件较差，水资源匮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省城太原有对外

航线４２条，可直通全国３０个城市和香港。山西位于大陆东岸的内陆，外缘有山脉环绕。

因而难以受海风的影响，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大陆性气候。同时，又由于受内蒙古冬季冷气

团的袭击，北部比较寒冷，由此形成了山西的气候特征：冬季长而寒冷干燥；夏季短而炎热

多雨；春季日温差大，风沙多；秋季短暂，气候温和。全省交通较发达：铁路运营总里程较

高，以重载、双向电气化铁路在全国领先；太原机场共运营航线４０余条，通航城市４０个，
为一类口岸，全省现有长治、运城、大同３个民用航空港瑏瑡。

２．１．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地理区位的比较

中部六省处于我国的内陆，地理区位独特，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但从中部六省内部比较来看，其差别较大。

中部六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区域，其地理区位各有特点。

１５

⑨

瑏瑠

瑏瑡

资料来自中部崛起网和安徽省政府网站综合整理

资料来自中部崛起网和湖南省政府网站综合整理

资料来自中部崛起网和山西省政府网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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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中部六省地理区位概况可知：一方面中部地区自北向南分别属于不同气候

带，四季分明，适于生产、生活，使中部地区成为我国的粮食基地。其中，山西属于温带大

陆性气候，安徽、河南的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而河南南部以及湖北、湖南、江

西均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由于所处气候带不完全相同，中部六省的气候特点存在

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山西省冬季长且寒冷干燥，夏季短且炎热多雨，春季日温差大、风沙

多，秋季短暂、气温变幅大。河南省冬季寒冷少雨雪，春 季 短、干 旱、多 风 沙，夏 季 炎 热 多

雨，秋季晴朗日照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省则表现为：冬寒冷而夏酷热，春温多变，

秋温陡降，春夏多雨，秋冬常干旱瑏瑢。总的看来，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中部各省的气候温

和，雨量适度，自然条件优越。

另一方面整体上看，湖北省地理区位较好，交通便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山西省位于中部地区的西北方向，地处同蒲、太焦铁路交汇处，但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地区，

却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难，科技水平低，创新能力差等问题。河南省位于 中 部 地 区 的 北

部，是欧亚大陆桥上的一个重要地区，境内黄河横穿，京广、陇海铁路交汇于此，素有中国

铁路心脏之称，郑州市利用有利的区位条件，大力发展以交通运输、商业贸易为主的第三

产业，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居六市之首。虽然河南的区位条件有利，但经济

发展不如长江流域活跃，科技创新力较差，经济外向度不高，与其经济规模不相适应。安

徽省在中部地区之东，紧邻经济高度发展的华东地区，地理区位优越。目前，已有部分县

市融入了长三角，但其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却不足，省内城市规模普遍不大。江西

省是中部地区唯一与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交汇的地区，是京九、浙赣等铁路的交汇

点，交通便利，地理区位条件较好，但是江西省的城市规模小，对外经济合作不够，科研创

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限制了区位优势的发挥。湖南省具有距港澳粤较近的地

理优势，便于吸引外资和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科教文化产业在全国

具有较大影响，但总体来看，湖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经济结

构转换慢，产业集聚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限制了本地区地理区位优势的发挥瑏瑣。

湖北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扼华中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有“九省通衢”的美称。湖北是

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枢纽之一，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及管道运输发达，承东启西、连接南

北、四通八达。京广、京九、武十、武九、汉丹、武广等铁路线在此连接，形成沟通我国东西

南北的铁路网络。１０６、１０７、３１６、３１８计４条国道，以及京珠、沪蓉、汉十、汉宜、武黄等１２
条高速公路辐射周边，纵横交错，贯穿东西南北。作为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汉是全国六大客

运中心之一，并被我国规划为中国铁路四大枢纽之一，武汉还将成为国内唯一拥有武汉、

武昌、汉口三大铁路客运站的大都市；武汉天河机场是我国主要航空港之一，武汉已被国

家民航总局规划为全国区域性航空枢纽中心之一；武汉又是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和汉江

航运的终点，是我国长江沿岸主要开放城市之一，湖北拥有数个万吨级内河港口码头，已

形成“干支一体、通江达海”的水运网络，其外贸航线直达俄罗斯、日本、香港特区等地，交

１６

瑏瑢

瑏瑣

黄治勇，张海燕等．气象灾害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分析及应对建议［Ｃ］．湖北气象网，２００７ ４ ２９
谢守红，罗红梅．我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Ｊ］．城市问题，２００６，（２）：６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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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条件得天独厚，湖北已经形成了辐射全国的立体交通网络瑏瑤。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年

鉴２００７》，武汉在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排名第２２位，在中部地区排名仅次于长沙的第２０
位；然而，武汉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湖北地理区位的比较优势显得十分突出，
中部其他五省不可比拟。

§２．２　经济区位的比较

湖北省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部其他五省相比，湖北具有明显的经济区位优势。

２．２．１　产业发展战略与工业基础比较

中部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中部各省都重视本省

的经济发展，相互间的协同发展不够，中部地区发展趋势上的“离心化”现象很严重：山西

凭借独特的资源和邻近环渤海地区，谋求东进战略，积极融入环渤海经济圈；安徽则采用

向东战略，努力融入长三角，以带动大皖江；江西则提出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战略，
全面对接沿海发达的长、珠、闽地区；湖南则明确了“湖南向南”的战略意图，积极抢抓沿海

地区的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并广泛参与泛珠三角合作，扩大与港澳地区的合作交流。
目前，长、株、潭城市群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设立，这对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的发

展，打造全省核心增长极，加快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河南利用处于欧

亚大陆桥的有利地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了构筑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圈战

略”瑏瑥。在地理上湖北处于绝对的中部，可谓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湖北力争在中部崛起

中有更大的作为，提出了打造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努力提升武汉城市圈的整 体 竞 争

力，以带动整个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目前，中部地区利用自身的比较区位优势

制定的相关发展战略的实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推动本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然而，就中部地区内部来看，武汉处于中部地区的南半部中心，郑州位于中部地区的

北半部中心，而长沙位于中部地区的南端，南昌偏居于中部地区的东南方，合肥偏居于中

部地区的中东部，太原则位于中部地区的西北方。这６个省会城市地理中区位最好的是

武汉和郑州，前者位于长江黄金航道上，与北京、天津、上海等特大中心城 市 的 距 离 都 在

１２００ｋｍ左右，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国三大增长极的中心点上；后者坐落在黄河

之畔。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更为活跃，且湖北省与中部其他五省接壤，从而为武汉市与

其他五市进行充分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瑏瑥。同时，湖北是内地六大综合性工业

基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总数的１／４落户武汉，为武汉乃至湖北成

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在高新技

术产业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与改造，传统制造业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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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产品市场。武汉市现已形成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
成为华中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目前，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

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在全国名列前３位，形成了综合性强、行业门类齐

全、总体结构偏重、工业布局向沿江和铁路沿线展开、产业相关性较强的工业经济格局瑏瑦。

表２ １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统计表

湖北 河南 湖南 山西 安徽 江西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增加值（亿元） １０７２．８ １２４９．８ ６０５．５ ４９９．８ ５７７．２ ３０８．２

增长率（％） ６．０３ １１．９５ １４．６ １６．５９ １３．７６ １４．２８

增加值（亿元） １１７０．５ １３８７．９ ７０６．６ ６３３ ６９０．６ ３６２．７

增长率（％） ９．１１ １１．０５ １６．７ ２６．６５ １９．６５ １７．６８

增加值（亿元） １３６４．８ １７４０．１ ８８８．６ ９０８．７ ８８１．５ ４６６．８

增长率（％） １６．６ ２５．３８ ２５．７６ ４３．５５ ２７．６４ ２８．７

增加值（亿元） １６６４．７ ２３３２．７ １１９８．１ １２４２．８ １０８２．２ ６１７．８

增长率（％） ２１．９７ ３４．０６ ３４．８３ ３６．７７ ２２．７７ ３２．３５

增加值（亿元） ２００７．２ ３３７９．３ １６２９．８ １７５６．７ １４８３．８ ８８２．３

增长率（％） ２０．５７ ４４．８７ ３６．０３ ４１．３５ ３７．１１ ４２．８１

增加值（亿元） ２３９２．２ ４６０３．８ ２０８９．１ ２１４８．４ １８８５．６ １２８８．１

增长率（％） １９．１８ ３６．２４ ２８．１８ ２２．３ ２１．３１ ４５．９９

增加值（亿元） ３２６２．４ ７３６４．７ ２８５３．８ ２８１１．６ ２５６２．７ １８２２．２

增长率（％） ３６．３８ ５９．９７ ３６．６０ ３０．８７ ３５．９１ ４１．４６

增加值（亿元） ３８４２．３ ７３０５．４ ３５７０．９ ３５０９．６ ３２５９．７ ２３２３．５

增长率（％） １７．７８ －０．８１ ２５．１３ ２４．８３ ２７．２０ ２７．５１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从表２ １、图２ １和图２ ２来看，近几年，中部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

业企业工业增加值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２００１年河南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为１２４９．８亿元，居中部第一，湖北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为１０７２．８亿元，仅次于河南省，而中部其他四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

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与湖北省的差距很大：除湖南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

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达到６０５．５亿元，刚超过６００亿元外，山西，安徽和江西的全

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为４９９．８、５７７．２和３０８．２亿元，均未

达到６００亿元，这说 明 湖 北 省 的 工 业 基 础 较 好，实 力 雄 厚。然 而，到２００５年，特 别 是 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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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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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年，湖北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为３８４２３亿元，几乎

是河南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７３０５．４亿元的一半，与河

南省的差距很大，中部的湖南、山西、安徽和江西奋起直追，其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为３５７０９、３５０９６、３２５９７和２３２３５亿元，与湖北的差距不

断缩小。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湖北省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增

长率不高有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率为１９．３％，而河南、湖南、山西、安徽和江西的分别为２７．８％、２７２％、３０．４％、２５．７％和

３１．３％，远超过湖北省的，说明湖北省的传统工业基础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后劲

不足，这种情况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的来看，湖北省在中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比较完备，工业发展的基础实力强劲，优势

明显。

２．２．２　市场状况比较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商品交易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一种形式，以其开放式、多功

能、多类型等特点成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纽带和桥梁，在协调社会生产和满足生活需

求，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它强化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中部地区的市场状况着

重从商品交易流通市场和金融市场这两个方面加以比较。

一方面，从商品交易流通市场的角度看，湖北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交易和集散中心，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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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种类齐全，市场货源充足。武汉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商业流通中心，市场容量和辐射

能力巨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２位，成为东西南北的信息、产品、物资

等天然的汇集和扩散中心，拥有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国际国内机电产品、光电子 信 息 产

品、服装和农产品等多个交易中心瑏瑧。由表２ ２可知，２００４年湖北省在中部地区的商品

交易市场的数量最多为１３７个，湖南、安徽和河南的次之，江西和山西的商品交易市场的

数量最少。但是从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上看，湖北省的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为６２６２４７２
万元，远大于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西的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但却少于湖南的６８８２００８
万元；到２００８年，中部其他五省的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和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逐年攀升，
而湖北省的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和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分别从２００４年排名第一的１３７
个和排名第二的６２６２４７２万元，相应减少到２００８年排名中部第三的１３０个和排名到数

第四的９６９３４００万元。可见，近年来湖北省的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和交易额整体均呈现

下降趋势。就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来看（表２ ３），２００８年武汉市的商品交易市场数量居

于各省之首为６９个，远多于排名第二、第四的长沙与合肥的５８、３５个。但是，武汉的商品

交易市场成交额却远远小于长沙和合肥，仅排在中部地区第４位。

表２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部六市商品交易市场状况比较

湖北 河南 湖南 山西 安徽 江西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１３７ １０２ １２８ ２３ １０５ ６８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万元） ６２６２４７２５０３４１７７６８８２００８ ９５８４９１ ５７８６４６１４６０７４９５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１１２ ９７ １２７ ２２ １０５ ７２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万元） ５０７４０８７６０４３３４９８５９４２４６１１３４６１１７７９７８８６５１４２５８９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１１５ １３８ １８８ ２２ １１２ ８６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万元） ７０３１１０２９７４３８０３１００６３８２０１４６３７４２９３４２６１５６６６７０８５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１１４ １４５ ２０７ ３１ １１８ ８７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万元） ６０４７２５２９８４９０２６１１８４３６９４２４９７３２７１０４２６３４８８２６４２８１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１３０ １４０ ２６３ ４４ １２２ ８８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万元） ９６９３４００１１２４０８１５１４５２９０３４３３９９６８５１２０３５０１３９０３１０５６

　　数据来源：《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表２ ３　２００８年中部六市商品交易市场状况比较

武汉 郑州 长沙 太原 合肥 南昌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６９ ３３ ５８ １８ ３５ ３０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万元） ５１３４４３９ ３２６６５６８ ６６８７１４６ １１３６２８０ ６１８７４３７ ４３０９０５１

　　数据来源：《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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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经过多年的培育与发展，中部地区形成了发展较充分，门类较齐全，辐射力

不断增强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量。与其他五省相比，作为传统的商品交易和集散中心，湖北的商品交易市

场和商品流通中心发展缓慢，有渐渐落后于其他地区的趋势。
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湖北省金融体系完善，已经形成了以各类银行为

主，各种信托、证券公司、城乡信用社等为辅的新型、多功能结构，创建了全国１１个中心城

市跨地区资金融通网络，长江沿岸２７个城市金融横向联系网和中南地区３３个大中城市

工行资金融通网络体系瑏瑨，市场辐射力较强。在金融机构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所

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在中部各省设有区域分支机构。然而，在２００７年以前，中部地区

拥有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地方只有湖北，中部其他五省还基本是空白。武汉还是中部地

区首个设有汇丰银行、劝业银行、兴业银行等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城市。同时，武汉设有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地区监管机构，武汉还是央行设立的大区行，是央行九大分行

的所在地之一，管辖范围跨越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可见湖北的金融总量和发展水平很

高、规模较大，武汉已经具备了建立中部地区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的必要条件，这是中部

其他省份不可比拟的。
由此可见，湖北在中部地区的地理及经济区位优势十分优越，整体比较优势显著。湖

北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作为“中部崛起”的领跑者已是大势所趋。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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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湖北与中部五省自然资源禀赋
及其竞争力比较

　　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化重要的物质条件，并在中部六省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自

然资源禀赋及其竞争力的差异仍然突出。

§３．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自然资源禀赋比较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全省面 积１８万 多 平 方 千 米。现 辖４个 地 区、１
个自治州、３２个市、４４个县、２个自治县、１个林区。有汉、土家、回、满、苗、蒙古等民族，共

５３９７万人。年平均降水量８００～１６００ｍｍ。长江、汉水流经省内，本省湖泊很多，较大的

有洪湖、梁子湖、长湖、斧头湖、鸭儿湖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矿产资源和水资源丰富，是
全国重点开发和建设的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湖北省处于承东联西，南北交

流的结合部的重要位置。湖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

源，特别是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富集，开发潜力较大，前景可观，但从实践来看，
湖北仍然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化的任务非常艰巨。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资源作为实施工业化的重要物质保障对中国实施新兴工业化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丰富

的自然资源为湖北今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３．１．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自然资源状况

目前，有关自然资源的含义众说纷纭。在此，我们采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自然资源

作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

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的总和。通常包括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与生物

资源等。它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又 是 社 会 生 产 的

原、燃料来源和生产布局的必要条件与场所。
中部地区是 我 国 最 大 的 商 品 粮 基 地，以 其 占 全 国１０．７％的 面 积，养 育 着 占 全 国

２８．２％的人口。中部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多而丰富，是我国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成为

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板块。中部六省地处亚热带和温热带，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拥有适宜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等的多种自然生态系统。２００６年，中部六

省耕地总面积３０５６．６５万公顷（１公顷＝１０４ｍ２），占全国的２３．５１％。中部地区有黄淮海

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梦平原、鄱阳湖平原，这些都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饲料粮

基地、重要的棉花、大豆、油料等经济作物基地以及重要的畜牧、水 产 基 地，全 国 产 粮、产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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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产茶、产肉和淡水产品居前１０位的省份中，中部就占有四五 个。中 部 六 省 除 山 西 省

外，水资源丰富，在全国十大流域中，中部拥有第一大流域长江和第二大流域黄河，年径流

量分别为９５１３、２２２亿立方米；在全国五大淡水湖中，中部拥有第一、二、四大淡水湖：鄱

阳湖、洞庭湖、巢湖。中部地区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带内的重要成矿地区，矿产资源种类齐

全，储量丰富。煤炭资源储量和产量全国第一；铜、金、银、铯、硫铁矿、粉石英、钼、钴、锑、
铝、镍、镁、铂族（铂、钯、锇、钉、铑、铱）等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和产量也居全国前列。中部

已经形成了以山西、河南、安徽为主的煤炭基地；以江西、湖北、湖南为主的有色金属基地；
以湖北、湖南为主的磷化工基地。中部地区水能资源丰富，拥有世界第一的长江三峡水电

站，其供电半径达１０００ｋｍ，葛洲坝、五强溪、小浪底等均是全国重要的水电及综合水利基

础设施瑏瑩。以２００６年为例，中部地区的水电发电量１２７０亿千瓦时，占全国的２９．１％。
湖北省处于我国中部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是全国重点开发和建设的地区，在中

部六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湖北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部偏南部分，属于亚热带

向暖带的过渡地带。以北纬３１０线为界，北为北亚热带，南为中亚热带，具有冬冷夏热，光
能充足，无霜期长，降水充沛，雨热同季的特点。湖北省土地总面积为１８．５９万平方千米，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１．９４％，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１６位。境内矿产品具有种类多、
规模大、相对集中的特点，主要有铁、煤、铜、磷、石膏、岩盐等。全省已发现矿产１３６种，占
全国的８１％，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８７种，占全国的５８％。其中，磷矿石、硅灰石等种矿产

储量居全国首位，铁、铜、石膏、岩盐、金等２３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７位，为冶金、建材、化

工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所有资源中，湖北水资源优势最为突

出。境内水资源充沛，省内除长江、汉江贯通全省外，还有众多的湖泊，号称千湖之省。可

供开发的水能资源条件优越，居全国前列，举世闻名的葛洲坝、三峡等水利枢纽工程都位

于湖北境内。境内拥有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还有保存完好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可见，湖
北省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都是较为丰富的。

中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丰富的自然资源

也为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

３．１．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比较

自然资源是区域发展和产业分工的重要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中部地

区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主要由水、矿产和土地等资源组成，在此，我们讨论中部地区的自

然资源禀赋时主要侧重对中部六省的这３种重要资源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１水资源

位于中国腹地的中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条件。目前中部六省水资源总量

５０３０．８亿立方米，占全国的２３％，其中河川年径流量占全国的１９．６％，地下水补给量占

１７．９％。主要湖泊的面积占全国的２４．４％，其蓄水总量占２３．７％。全国十大流域中，中

部拥有第一大流域长江，面积１８０．８５万平方千米，年径流量９５１３亿立方米，涉及湖北、
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十九省市；第二大流域黄河，面 积７５．２４万 平 方 千 米，年 径 流 量

２３

瑏瑩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部崛起与科技创新［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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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１亿立方米，涉及山西、河南等九省市；第五大流域淮河，面积２６．９３万平方千米，年径

流量２２２亿立方米，涉及湖北、河南、安徽等五省。全国五大淡水湖中，中部拥有第一大淡

水湖鄱阳湖，面积３９１３平方千米，蓄水量３００亿立方米；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面积２７４０
平方千米，蓄水量１８７亿立方米；第四大淡水湖巢湖，面积７７６平方千米，蓄水量３６亿立

方米瑐瑠。
从表３ １可以看出，在中部六省中江西和湖南的 水 资 源 最 为 丰 富，湖 北 紧 随 其 后。

除了江西的供水总量不及湖北外，江西和湖南的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

量远远大于湖北。但湖北的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多于山西、河南、
安徽。总体而言，湖北的水资源在中部地区总体处于优势地位。

表３ 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水资源储量（２００９）　 （亿立方米）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水资源总量 ８２５．３ ８５．８ ３２８．８ １１６６．９ ７３３．１ １４００．５

地表水资源量 ７９４．４ ４７．４ ２０８．３ １１４４．７ ６８５．９ １３９３．８

地下水资源量 ２６３．４ ７６．１ １８８．１ ３１２．９ １８５．４ ３５１．７

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 ２３２．６ ３８．１ ６７．６ ２９０．７ １３８．３ ３４５．０

供水总量 ２８１．４ ５６．３ ２３３．７ ２４１．３ ２９１．９ ３２２．３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２矿产资源

中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很多矿产资源量居全国前列，成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据有关资料表明，现有矿产资源１３０种左右，其中，煤、石油、铁、金、银、铅、锌、铜、铝

土矿、磷矿等分布较广。在国家已经探明的１２０种储量中，分布在中部六省的大约有８０
种左右，主要矿产资源丰度远优于东部，略逊于西部。中部地区煤炭储量居于全国之首，
仅山西省就占有全国储量的１／３以上；河南的煤炭生产量在全国也是居于前茅。铁矿石

储量也较为丰富，山西省和湖北省的铁矿石储量在全国分别占据第４和第７位。湖北省

在磷矿石、金红石、硅灰石、石榴子石和泥灰岩这５种矿产品的储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

５种矿产的储量均占 据 了 全 国 的 首 位。中 部 六 省 的 矿 石 资 源 的 分 布 具 有３个 明 显 的 特

点：一是以山西、河南、安徽为三角的煤炭基地；二是以湖北、湖南、江西为三角的有色金属

基地；三是以湖北、湖南为中心的磷化矿基地。
通过表３ ２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分布不均。主要有色金属、

非金属矿产基础储量中，湖北除了磷矿资源基础储量在中部地区最为丰富外，铜矿、铅矿、
锌矿、铝土矿等矿产资源基础储量却不足。主要的能源、黑色金属矿产基础储量，特别是

能源矿产十分短缺，山西的煤炭资源最为丰富，其储量占全国储量的１／３，产量一直稳居

２４

瑐瑠叶厚元，冯静．中部地区水资源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Ｊ］．水利资源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６，（９）：６２３～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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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河南省的煤炭储量次之；而湖北省的煤炭储量最小，严重不足，位居中部最后一

位。湖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基础储量位居第二，在中部地区竞争优势明显，然而，与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基础储量绝对值居第一的河南省相比相差甚远。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是发展工业的基础资源，是基本战略资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

源的储量不足制约着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湖北的铁矿资源基础储量在中部地区排名第

三，还不能满足本地区的需求。

表３ 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矿产资源基础储量比较（２００９）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主要有色金属、

非金属矿产

基础储量

主要能源、

黑色金属矿产

基础储量

铜矿（万吨） １５８．３ 　 ２７２．５１ 　 １３．９ ７１１．７ ２０３．５ ３９．１

铅矿（万吨） １．１ １．５ ３０．１ ３３．５ ５．６ １１４．６

锌矿（万吨） ３．３ １．３ ３５．６ ４４．３ ２５．６ １８７．２

铝土矿（万吨） ２４４．２ １１４７２．４ ２１８１１．８ — — １７６．１

磷矿（亿吨） ６．２ ０．９ ０．１ ０．８ ０．４ ２．８

石油（万吨） １２２４．１ — ５０５１．９ — １８０．９ —

天然气（亿立方米） ４．４ — ８４．１ — — —

煤炭（亿吨） ３．３ １０５５．５ １１４．７ ７．２ ８３．７ １８．９

铁矿（亿吨） ３．９ ５．８ １．７ １．７ ７．３ １．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总体而言，湖北的矿产资源虽然种类齐全，但是矿产源储量却不充足，使得湖北省在

中部地区的矿产竞争力不足。

３土地资源

我国中部六省土地资源丰富，是国家商品粮、棉花等农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据资料

统计，２００７年，中部六省现共有土地总面积１０２７０．２万公顷，占全国的１０．８０％，耕地面

积（总资源）２８９８６．７千公顷，占国耕地面积的２３．８１％，林业用地面积４５４１．７８万公顷，

占全国的１５．９４％。中部地区具有发展大农业的天然良好条件，种植业土地肥沃，复种指

数高，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单位面积产出率高。粮食作物主要盛产水稻、小麦、玉米、高粱、

大豆等；经济作物主要盛产棉花、油菜、芝麻、黄红麻、烟叶、茶叶、甘薯等。中部地区森林

资源较为丰富，六省共有森林面积３１００．２１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１２１６１２．４６万立方

米，森林蓄积量９９４２２．７７万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１７．７２％、８．９３％和７．９８％。

通过表３ ３中的数据，我们可知在中部六省中，湖北的土地总面积，特别是可利用土

地丰富，占全国的比重仅次于湖南，位居中部地区第二。湖北的耕地总面积少于河南和安

徽，在中部地区位于第三。在林业用地方面，湖北省处于中下游位置，优势不明显。但总

体而言，湖北省在土地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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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　湖北与中部五省土地资源比较（２００８）

省份
土地总面积

（万公顷）
耕地总面积

（千公顷）
林业用地面积

（万公顷）
耕地总面积占

全国的比重（％）
可利用土地占

全国的比重（％）

湖北 １８５８．９ ４６６３．１ ８２２．０１ ３．８３ １．９６

山西 １５６７．１ ４０５５．６ ７５４．５８ ３．３３ １．６５

河南 １６５５．４ ７９２６．４ ５０２．０２ ６．５１ １．７４

江西 １６６８．９ ２８２７．１ １０５４．９２ ２．３２ １．７６

安徽 １４０１．３ ５７３０．２ ４３９．４０ ４．７１ １．４７

湖南 ２１１８．５ ３７８９．４ １２３４．２１ ３．１１ ２．２３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３．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自然资源竞争力比较

为了研究的方便，这里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
所谓资源竞争力就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自

然资源存量转化为货币收益流量的能力。一个地区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缺乏成本优

势，则该地区不具备资源竞争力。如果某种资源在目标区域储量大且分布集中、品位高且

易于开发，则目标区域的资源产品的成本就低，就能够在相同甚至较低的价格水平上出售

更多的产量，从而实现较大的销售收入，竞争力就强；反之，较高产品成本的资源其竞争力

就弱。

３．２．１　水资源竞争力比较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的丰歉程度，通常以多年平均径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为

主要指标。在中部六省中，江西和湖南的水能源占全国的比重和人均水资源量最多，远远

超过了其他４个省份，湖北居第３位（表３ ４）。从用水总量来看，湖北省的工业用水量居

于中部之首，这是由于湖北省工业基础雄厚，耗能企业多，能耗也高。湖北省的农业用水

量和总用水量均位列中部地区第二，仅次于湖南。可见水利资源为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表３ ５）。２００９年湖北的总发电量为１８１８．０６亿千瓦时，在中部地区

排名第三。但从总体来看，在中部各省的总发电量中，水电量所占的绝对值，湖北稳居第

一位。可见，湖北在中部地区的水资源竞争力很强，优势十分明显，充裕的水电资源给湖

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表３ ６）。

表３ ４　湖北与中部五省水资源比较（２００９）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人） １４４３．９ ２５０．８ ３４７．６ ２６４２．５ １１９５．３ ２１９０．６

水能源占全国的比重（％） ３．４１ ０．３５ １．３６ ４．８３ ３．０３ ５．７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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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３ ５　湖北与中部五省用水情况比较（２００９） （亿立方米）

省份 农业用水量 工业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 生态用水量 用水总量

湖北 １４９．４ １００．８ ３０．９ ０．２ ２８１．４

山西 ３４．４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３ ５６．３

河南 １３８．１ ５３．５ ３５．８ ６．３ ２３３．７

江西 １５７．２ ５３．２ ２６．１ ４．８ ２４１．３

安徽 １６７．２ ９３．７ ２９．０ ２．０ ２９１．９

湖南 １８９．３ ８３．５ ４６．１ ３．５ ３２２．３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表３ ６　湖北与中部五省发电量比较（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亿千瓦时）

年份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总发电量 １１０５．９２ １０４９．３１ １１８５．５８ ３２７．７７ ６０６．８５ ６０５．１８

水电量 ６８９．７１ １９．２５ ６８．３０ ３０．１３ ８０．７５ ２３６．５９

总发电量 １２８９．８０ １３１１．９７ １４１４．６８ ３７３．４９ ６４８．４１ ６４４．４１

水电量 ８１３．６５ ２０．３２ ６７．９１ ６７．８８ １５．２５ ２４１．２８

总发电量 １３０６．６７ １５２６．３７ １６００．５０ ４３９．９０ ７３４．３９ ７５４．９０

水电量 ７５６．０６ ２３．８７ ８８．２６ ９５．４０ １５．７２ ２９０．６９

总发电量 １５７２．２０ １７３５．４０ １９１１．００ ４６５．００ ８４７．６０ ８１４．１０

水电量 ８６５．７８ ２５．８６ １１３．５０ １３５．５６ １６．３５ ３５３．９０

总发电量 １７５１．９４ １７９７．２４ １９６０．６０ ５０５．５５ １０９３．４０ ８８０．６４

水电量 １２１０．４９ ２３．９６ ８７．７７ ９９．５６ １４．９０ ３５６．４６

总发电量 １８１８．０６ １８７３．８０ ２０５５．４６ ５３２．９１ １３２０．２４ １０２７．９５

水电量 １２０５．９２ ２１．６６ ９３．１５ ８５．０７ １６．３９ ４０９．４３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３．２．２　矿产资源竞争力比较

中国地质大学赵鹏大院士等对矿产资源竞争力的概念及评价进行了专门探讨，得出

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矿产资源状况分析是其竞争力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市场需求情况和

市场趋势走向分析是矿产资源竞争力评价及预测的最重要依据；政治、经济、地理、人文及

社会环境的条件是影响矿产资源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等。
按照矿产的特点和用途，矿产资源通常分为金属矿产、非金属 矿 产 和 能 源 矿 产 三 大

类。湖北省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金属矿和非金属矿资源都比较丰富，其矿产资源储藏量占

全国比重为８．２４％，位居中部之首，由于人口的原因，人均矿产量指数在中部各省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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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可见湖北省的矿产资源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湖北的能源矿产严重短缺，其中

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严重不足，自给率不足１／４。虽然人均能源量指数位居中部

各省第二，但能源资源占全国比重和原煤产量排在中部各省最后一位。在中部六省中，山
西省煤炭资源产量优势十分明显，远远超过了其他省份，湖北省煤炭资源竞争力处于明显

的劣势地位。中部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布不均，原油主要分布在湖北和河南，而天

然气主要分布在湖北、山西和河南三省。近几年，湖北的原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一直维持

在８０万吨和１．６亿立方米左右，在中部地区分别排名第２位和第３位，但从数量上看，湖
北的原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大约只是排名第一的河南的１／６和１／１９。可见，湖北的矿产

资源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能源资源劣势明显（表３ ７、表３ ８、表３ ９、图３ １）。

表３ ７　湖北与中部五省矿产资源比较

省份
能源资源占全国比重

（％）
矿产资源占全国比重

（％）
人均能源量指数

（全国平均为１００）
人均矿产量指数

（全国平均为１００）

湖北 ０．０９ ８．２４ ７１．９ １７７．８

山西 ２７．３５ ６．３６ １１１６ ２５９．５

河南 ２．７７ ２．０１ ３８．４ ２７．９

江西 ０．１６ ３．７６ ５．１ １１６．８

安徽 ３ ４．４９ ６２．４ ９３．３

湖南 ０．３９ ４．２５ ２６．４ ８１．２

　　数据来源：李春林等著．工业经济的比较优势分析［Ｍ］．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表３ ８　湖北与中部五省原油产量比较（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万吨）

年份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２００２ ７８．３ — ５６８．０６ — — —

２００３ ７７．５３ — ５４９．７７ — — —

２００４ ７８．２ — ５２３．４１ — — —

２００５ ７８．１１ — ５０７．１６ — — —

２００６ ７９．７３ — ４９２．０６ — — —

２００７ ８５．５ — ４８５．１ — — —

２００８ ８３．９２ — ４７５．８１ — — —

２００９ ８０．８９ — ４７４．５ — —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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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原煤产量比较（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表３ ９　湖北与中部五省天然气产量比较（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亿立方米）

年份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２００２ ０．９１ ２．０６ １９．３６ — — —

２００３ ０．９４ ２．５ ２０．１４ — — —

２００４ ０．９８ ３．０４ ２１．１１ — — —

２００５ １．１２ ３．２４ ２０．１４ — — —

２００６ １．１６ ６．０２ １８．６８ — — —

２００７ １．１７ — １５．７６ — — —

２００８ ２．８５ — １４．４ ０．０３ — ２．６４

２００９ １．６７ — ２９．５８ — —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３．２．３　土地资源竞争力比较

土地资源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上。２００９年中部地

区的河南、安徽和湖南的粮食总产量最多，分别为５３８９万吨、３０６９９万吨和２９０２．７万

吨，湖北的粮食总产量为２３０９．１万吨，在中部地区排在倒数第３位的位置。从２００９年

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来看，湖北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２９８５．２亿元，仅次于河南

的４８７１．５亿元和湖南的３２０７９亿元，位于中部第三。可见，湖北的土地资源在中部地

区的总体竞争力一般，处于中游水平（表３ １０）。
湖北省地处全国中部，长江、汉江穿行境内，京广铁路和焦枝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很强

的地理位置优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水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优势较

为明显，在中部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竞争力较强，推动了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一些重

要的矿产储量不足，导致矿产资源竞争力较差，这将不利于湖北产业的布局和工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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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湖北省竞争力较强的自然资源优势，优化资源结构，加强资源开

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是实现湖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表３ １０　湖北与中部五省土地资源比较（２００９）

省份 粮食总产量（万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湖北 ２３０９．１ ２９８５．２

山西 ９４２．０ ９０８．７

河南 ５３８９．０ ４８７１．５

江西 ２００２．６ １７３３．８

安徽 ３０６９．９ ２５６９．５

湖南 ２９０２．７ ３２０７．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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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湖北与中部五省区域发展环境比较

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能通过自身的

生机和活力吸引各地的创业者和创新者投身于其中。区域发展环境通过向创新主体提供

创新所需的各种关键资源（如人才、资金、科研基础设施等），为区域内的大量中小企业提

供新技术和各种技术服务，进行技术扩散，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使得区域的创

新活动更易于实现。因此，区域发展环境优良与否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我
们将从城市化水平和科技教育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就中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环境展开比较。

§４．１　城市化水平比较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的定义还有争议，但大都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第一产业的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是由

农村的分散居住向城市集中居住，城市的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不
断加深的过程，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

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发展的综合反映。

４．１．１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市化水平的度量通常是采用某一地区城市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例来确定。这

种方法简单易行，但是它难以全面考察城市化各方面的转变进程。我们认为城市化是一

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仅是指简单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还包括经

济、社会、生活方式等的城市化，它与城市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本书在对中

部六省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时，以此为出发点，本着指标选取的可行性、层次性、全
面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建立了如下指标体系（表４ １）。

４．１．２　模型分析过程及结果

本书的数据资 料 主 要 取 自 于《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９》以 及 中 部 各 省 统 计 年 鉴。运 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其基本步骤为：首先，根据标准化后的矩阵Ｘ来求其相关系

数矩阵Ｒ；然后，由其相关系数矩阵Ｒ求其特征值、特征向量及方差贡献率，本书按照特征

值大于１，且累计贡献率大于８５％的原则来确定主成分因子的个数；最后，求各个主成分

得分及总的得分，并作相应的分析。有关运行结果如下（表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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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 分层指标 单位

人口

城镇人口数Ｘ１ 万人

地区总人口数Ｘ２ 万人

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数的比重Ｘ３ ％

经济发展

ＧＤＰＸ４ 亿元

人均ＧＤＰＸ５ 元

万元ＧＤＰ能耗Ｘ６ 吨标准煤

第二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Ｘ７ ％

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Ｘ８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９ 元

社会发展

城市建成区面积Ｘ１０ ｋｍ２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Ｘ１１ ｍ２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Ｘ１２ ｍ２

年末城市实有道路长度Ｘ１３ ｋｍ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Ｘ１４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Ｘ１５ ｍ２／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Ｘ１６ 台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Ｘ１７ 人

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Ｘ１８ 张

邮电业务总量Ｘ１９ 亿元

每１０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Ｘ２０ 人

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Ｘ２１ ％

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Ｘ２２ ％

环境质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Ｘ２３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Ｘ２４ ％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Ｘ２５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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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　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ｍｓ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Ｔｏｔａｌ ％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１ ７．９９２ ３１．９６６ ３１．９６６ ７．９９２ ３１．９６６ ３１．９６６

２ ６．７９１ ２７．１６５ ５９．１３１ ６．７９１ ２７．１６５ ５９．１３１

３ ５．７２４ ２２．８９５ ８２．０２６ ５．７２４ ２２．８９５ ８２．０２６

４ ２．５８６ １０．３４５ ９２．３７１ ２．５８６ １０．３４５ ９２．３７１

５ １．９０７ ７．６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

由表４ ２可知，前４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１，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９２．３７１％，即
前４个主成分包含的信息占原始变量所包含信息的９２．３７１％，所以提取前４个主成分是

可以反映全部指标信息的。
通过运行ＳＰＳＳ可以得到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表４ ３所示。

表４ 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 ０．７０４ ０．６７６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８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 ０．６６５ ０．７０６ －０．１８９ ０．０９３

Ｚｓｃｏｒｅ（Ｘ３） －０．５４７ －０．４０５ ０．７２６ －０．０４５

Ｚｓｃｏｒｅ（Ｘ４） ０．４８９ ０．８６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２

Ｚｓｃｏｒｅ（Ｘ５） －０．４７６ ０．７１３ ０．４２０ －０．０５５

Ｚｓｃｏｒｅ（Ｘ６） －０．９２８ ０．２４３ ０．１６１ －０．２３１

Ｚｓｃｏｒｅ（Ｘ７） －０．６２２ ０．３０５ －０．５２８ －０．３１４

Ｚｓｃｏｒｅ（Ｘ８） ０．０６７ －０．２６０ ０．８３４ ０．０６９

Ｚｓｃｏｒｅ（Ｘ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６５ ０．８７９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９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７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６６ ０．１９６ ０．７８７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２） ０．８７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６ －０．３４１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３） ０．５６６ ０．２７４ ０．７２６ －０．２６３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４） ０．６２１ －０．６５７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０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５） ０．８０６ －０．１９８ ０．３４３ －０．１４６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６） ０．５４２ －０．２６１ ０．６９０ ０．３９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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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７） －０．６９０ ０．２８６ ０．６４９ －０．０６５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８） －０．８１７ ０．４５８ ０．３３９ ０．０２５

Ｚｓｃｏｒｅ（Ｘ１９） ０．３８５ ０．８９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９４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３２３ ０．７７２ ０．０５５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１） ０．１６１ －０．４７０ ０．７８８ －０．３５８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２） －０．４１０ －０．８４５ －０．２７４ ０．０８０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３） ０．４５２ －０．３４８ －０．６２２ ０．３８０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４） ０．８９１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８ －０．３９１

Ｚｓｃｏｒｅ（Ｘ２５） ０．２４９ ０．６１９ ０．７２３ ０．１２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由表４ ２和表４ ３，通过相关处理可得每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Ｆ１＝０．２５ＺＸ１＋０．２４ＺＸ２－０．１９ＺＸ３＋０．１７ＺＸ４－０．１７ＺＸ５－０．３３ＺＸ６－０．２２ＺＸ７＋
０．０２ＺＸ８－０．０５ＺＸ９－０．０４ＺＸ１０－０．０８ＺＸ１１＋０．３１ＺＸ１２＋０．２０ＺＸ１３＋０．２２ＺＸ１４＋０．２９
ＺＸ１５＋０．１９ＺＸ１６－０．２４ＺＸ１７－０．２９ＺＸ１８＋０．１４ＺＸ１９＋０．０６ＺＸ２１－０．１５ＺＸ２２＋０．１６ＺＸ２３＋
０．３２ＺＸ２４＋０．０９ＺＸ２５

Ｆ２＝０．２６ＺＸ１＋０．２７ＺＸ２－０．１６ＺＸ３＋０．３３ＺＸ４＋０．２７ＺＸ５＋０．０９ＺＸ６＋０．１２ＺＸ７－
０．１ＺＸ８＋０．０３ＺＸ９＋０．３５ＺＸ１０＋０．１ＺＸ１１－０．０１ＺＸ１２＋０．１１ＺＸ１３－０．２５ＺＸ１４－０．０８ＺＸ１５
－０．１ＺＸ１６＋０．１１ＺＸ１７＋０．１８ＺＸ１８＋０．３４ＺＸ１９－０．１２ＺＸ２０－０．１８ＺＸ２１－０．３２ＺＸ２２－０．１３
ＺＸ２３－０．０５ＺＸ２４＋０．２４ＺＸ２５

Ｆ３＝０．０２ＺＸ１－０．０８ＺＸ２＋０．３ＺＸ３－０．０３ＺＸ４＋０．１８ＺＸ５＋０．０７ＺＸ６－０．２２ＺＸ７＋
０．３５ＺＸ８＋０．０７ＺＸ９＋０．０８ＺＸ１１＋０．０６ＺＸ１２＋０．３ＺＸ１３＋０．０６ＺＸ１４＋０．１４ＺＸ１５＋０．２９ＺＸ１６
＋０．２７ＺＸ１７＋０．１４ＺＸ１８－０．０３ＺＸ１９＋０．３２ＺＸ２０＋０．３３ＺＸ２１－０．１１ＺＸ２２－０．２６ＺＸ２３－０．０５
ＺＸ２４＋０．３ＺＸ２５

Ｆ４＝０．０９ＺＸ１＋０．０６ＺＸ２－０．０３ＺＸ３＋０．０５ＺＸ４－０．０３ＺＸ５－０．１４ＺＸ６－０．２ＺＸ７＋
０．０４ＺＸ８＋０．５５ＺＸ９－０．２２ＺＸ１０＋０．４９ＺＸ１１－０．２１ＺＸ１２－０．１６ＺＸ１３＋０．０９ＺＸ１４－０．０９
ＺＸ１５＋０．２４ＺＸ１６－０．０４ＺＸ１７＋０．２ＺＸ１８＋０．１２ＺＸ１９＋０．０３ＺＸ２０－０．２２ＺＸ２１＋０．０５ＺＸ２２＋
０．２４ＺＸ２３－０．２４ＺＸ２４＋０．０８ＺＸ２５

由上面的表达式可知，第一主成分在万元ＧＤＰ能耗、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城市道

路面积、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指标上的系数较大，由于在

万元ＧＤＰ能耗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上的系数最大，它们综合反映了城市的资源利用和

环境保护状况，因此可以把第一主成分称为能效与环境保护因子。第二主成分在城市建

成区面积、邮电业务总量、城镇人口数、地区总人口数、ＧＤＰ、人均ＧＤＰ、城市建成区绿化

３４



�
�
�
�
�
�
�
�
�
	


�
�

�
�
�
�

4

覆盖率、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等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反映了城市化的综合

发展情况，可以命名为经济社会发展因子。在第三主成分中，第二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

１０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

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主要是结构性指标，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和发展现状，可以

称为结构因子。第四主成分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等指标上的

系数较大，这些反映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状况，可以认为是生活质量因子。

由主成分表达式可得各省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如表４ ４所示。

表４ ４　中部地区各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

省份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综合得分

湖北 １．５２７ ０．０６４ ４．３２６ ０ １．４９６

湖南 －０．２３５ ０．２４７ ０．６８７ ２．９７３ ０．４５７

河南 １．８３０ ４．３４０ －２．０７５ －０．２８５ １．２５９

江西 ０．５９８ －３．３８３ －２．０５７ ０．４８３ －１．１４９

安徽 １．８３９ －１．７５２ －０．８６３ －１．５８８ －０．２５０

山西 －５．５５８ ０．４８４ －０．０１８ －０．８９６ －１．７４２

城市化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地区综合实

力的体现。从模型的结果可知，湖北省在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整体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得分

为１．４９６；山西省的城市化进程较慢，综合得分为－１．７４２，落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河

南、湖南、安徽、江西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居中。其中Ｆ３ 因子得分居中部之首，说明湖北省

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发展较好，产业结构合理；Ｆ１、Ｆ２、Ｆ４ 上的得分相对较低，处于中上水

平，说明湖北省在城市化进程中整体能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得还不

够，发展还不够快（表４ ４）。

省会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高度发达高度集中的地区，体现着一个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表４ ５可知，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与全国的相比整体竞争

力都不高，长沙排在全国第２０位，位居中部地区第一；武汉的整体竞争力 在 全 国 位 居 第

２２位，在中部地区仅次于长沙位居第二；合肥、郑州和南昌次之；太原的整体竞争力在中

部地区最弱。其中武汉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商业贸易竞争力、基础设施竞

争力和环境资源区位竞争力得分分别为０．１１６、０．２５１、０．０８５、０．２５８和０．３３７分，在中部

省会城市中十分强劲，排名第一。此外，武汉市文化形象竞争力得分为０．２８６，排名中部

第三，实力相对较强。但是武汉市的财政金融竞争力较弱，特别是社会体制竞争力得分仅

为００６５，与其他五市差距较大，位居中部地区最后１位，说明武汉市在社会保障和社会

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不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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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５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整体竞争力比较

武汉 长沙 合肥 郑州 南昌 太原

综合经济竞争力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产业竞争力 ０．２５１ ０．１１３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４

财政金融竞争力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７

商业贸易竞争力 ０．０８５ 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基础设施竞争力 ０．２５８ ０．２０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５

社会体制竞争力 ０．０６５ ０．４３９ ０．２３４ ０．３３１ ０．２０５ ０．２７２

环境资源区位竞争力 ０．３３７ ０．０５６ ０．２６６ ０．１５１ ０．３２６ －０．０３３

文化形象竞争力 ０．２８６ ０．４０１ ０．３４６ ０．２５５ ０．２８７ ０．０７８

整体实力竞争力 １０２７．８９ １１０５．５１ ８５８．０３ ７２０．３ ７０８．２３ ５４３．９４

全国排名 ２２ ２０ ２６ ３０ ３３ ４６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２００７》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水平差异很大，严重制约着小康目标的实现和我国现

代化的进程。城市化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中部各省在制定和实施城市化

目标时必须立足于本省实际，科学规划，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

入其中，协调处理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按照

比较优势的原则，中部各省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加强相互合作，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４．２　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比较

自新科技革命产生以来，至今方兴未艾。当今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一旦转化为生产力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对各方面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教育作为培养人才和技术创新的基地，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科技教育发展水

平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整体实力的主要标志。

４．２．１　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水平比较

当前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充分

表明科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部地区在实现中部崛起的

过程中，科技必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中部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本
部分主要从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展开比较。

１．科技创新投入比较

由表４ ６可知，中部地区整体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数量偏少，总体不及全国平均

３６



�
�
�
�
�
�
�
�
�
	


�
�

�
�
�
�

4

水平，同时中部六省内部之间的差异较大。总 的 来 看，河 南 和 湖 北 的 科 技 创 新 人 力 资 源

投入较高；湖南、山西和安徽次之；江西的各项 指 标 数 值 最 少，远 落 后 于 中 部 其 他 省 份。

除每万人口科技活动 人 员 数 稍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外，河 南 和 湖 北 的 科 技 活 动 人 员、科

学家工程师和Ｒ＆Ｄ人员数超过 全 国 的 平 均 水 平；而 湖 南、山 西、安 徽 和 江 西 的 科 技 活

动人员、科学家工程师、每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数和Ｒ＆Ｄ人 员 数 则 均 未 超 过 全 国 的 平

均水平。在科技活动人员数和每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数方面，人员数最多的分别是河南

和山西，分别为１３．７２万人和３７．３万人，湖北省以２１．１万人和３４万人紧随其后，排名中

部第二。但是湖北的科技活动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数和Ｒ＆Ｄ人员数多于河南和山西，

整体实力较强。

表４ ６　２００８年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表

省份
科技活动人员

（万人）
科学家工程师

（万人）
每万人口科技活动

人员（人）
Ｒ＆Ｄ人员

（万人年）

湖北 ２１．１ １０．３ ３４ ７．３

山西 ４８．８ ２０．４２ ３７．３ ２６．０１

河南 １３．７２ １２．２２ ２０．５ ６．４９

安徽 １８ １２．２ １８．５ ３．６２

江西 ７．２６ ４．５５ １６．６ ２．７１

湖南 １３．６４ ９．３２ ２１．５ ４．４９

全国平均 １４．６４ １０．０８ ３９．８ ５．６０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上相关年份数据综合整理

科技研发人员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湖北省在这一方面体现出的巨大优势，将成为提升

本地竞争力的强有力的保障。

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财力投入不足，除了湖北、山西和安徽的科技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

比重和湖北的Ｒ＆Ｄ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中部地区的各项指标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落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财力投入省级间差异较大。长

期以来，湖北十分重视科技发展，总体科技创新财力投入高于其他省份。科技经费投入及

其占ＧＤＰ的比重和财政科技拨款及其占财政支出比方面均居中部前列。在Ｒ＆Ｄ经费

支出方面，２００８年湖北的Ｒ＆Ｄ经费和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分别为１４９亿元和

１．３１％，在中部地区都处于首位，远多于中部其他省份（表４ ７）。

科技与研发经费的投入是进行知识创新的主要前提，是经济社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大量的科研投入必将带动湖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部其他五省的科研经

费投入不足，这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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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７　２００８年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财力投入表

省份 湖北 山西 河南 安徽 江西 湖南 全国平均

科技经费支出额（亿元） ２１６．８４ １５７．６２ ２２０．８１ ３１４．２ ７９．５ １４８．１３ ２２８．８１

科技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２．３５ ２．７５ １．４７ ２．６６ １．４５ １．６１ ２．３２

Ｒ＆Ｄ经费（亿元） １４９ ６２．６ １２２．３ ９８．３ ６３．１ １１２．７ １１９．６９

Ｒ＆Ｄ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３１ ０．９ ０．６６ １．１１ ０．９７ １．０１ １．１５

财政科技拨款（亿元） １８．７６ １５．８ ２５．２３ １５．９６ ８．７４ ２０．４９ ２７．６９

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 １．４７ １．５ １．３５ １．２８ ０．９７ １．５１ １．８９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相关年份数据综合整理

２．科技创新产出比较

科技创新产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科技创新 投 入 效 果 的 客 观 尺 度。
整体来看，中部地区的科技发展很快，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中部地区的科技成

果转化力不强，科技产出能力总体较弱。
（１）２０００年东部地区的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占全 国 的６２．２％，并 逐 年 稳 步 增 长，到

２００９年其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达到全国的７６．０％。同时，东部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合同

金额也呈逐步增长的态势，从２０００年占全国的６９．４％增长到２００５年最高的７９．８％，随

后维持在７７％的水平。与之相反，中部地区的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和技术市场成交合同

金额占全国的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７％和１７．４％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８％和９．１％，说明

中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财力投入和中部地

区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数量普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２）从中部六省内部来看，湖北、河南和湖南的科技产出能力整体实力较强，显示了科

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的整体竞争实力；安徽、江西和山西的创新能力不足，科技产出能力

不及中部其他三省的科技产出水平。整体上看这与各省的科技投入是呈正相关的，同时

也表明中部地区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来增强区域发展动力，提高区域竞争力（表４ ８、
表４ ９）。

表４ ８　中部地区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表　 （件）

省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湖北 ２１９８ ３８６０ ４７３４ ６６１６ ８３７４ １１３５７

山西 ９６８ １２２０ １４２１ １９９２ ２２７９ ３２２７

河南 ２７６６ ３７４８ ５２４２ ６９９８ ９１３３ １１４２５

安徽 １４８２ １９３９ ２２３５ ３４１３ ４３４６ ８５９４

江西 １０７２ １３６１ １５３６ ２０６９ ２２９５ ２９１５

湖南 ２５５５ ３６５９ ５６０８ ５６８７ ６１３３ ８３０９

全国 ９５２３６ １７１６１９ ２２３８６０ ３０１６３２ ３５２４０６ ５０１７８６

中部地区占全国比重（％） １５．７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１．２ １５．５ １０．８

东部地区占全国比重（％） ６２．２ ７０．６ ７１．５ ７３．３ ７３．７ ７６．０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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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９　中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表　 （万元）

省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湖北 ２７６０００ ５０１８２３ ４４４４２７ ５２２１４６ ６２８９７１ ７７０３２９

山西 ５２５８ ４７９８０ ５９２１３ ８２６７７ １２８４２５ １６２０６８

河南 ２１１６２１ ２６３７３７ ２３７２８８ ２６１９０７ ２５４４２５ ２６３０４６

安徽 ６１０１２ １４２５５３ １８４９２１ ２６４５１５ ３２４８６５ ３５６１７４

江西 ６９２９９ １１１２２７ ９３１３５ ９９５３３ ７７６４１ ９７８９３

湖南 ２８６８３３ ４１７３９４ ４５５２８１ ４６０８１６ ４７７０２４ ４４０４３２

全国 ６５０７５１９ １５５１３６９４１８１８１８１３２２２６５２６１ ２６６５２８８ ３０３９００２４

中部地区占全国比重（％） １７．４ １１．３ ９．８ １０ ９．４ ９．１

东部地区占全国比重（％） ６９．４ ７９．８ ７７．７ ７８ ７７．２ ７７．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４．２．２　中部六省教育发展水平比较

中部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整体科教实力雄厚。高校是智力最为密集的地区，是
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地方，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不断开拓着新的

经济增长点，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们主要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对中部地区的

教育发展水平加以对比。

从表４ １０可知，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参差不齐，差异明显，其中，湖北的高

等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最高。目前，湖北现有普通高校１２０所，在中部六省中位居第一，但

是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来讲，湖北省的重点大学数有７所，是排名第二、三的湖南与安

徽的重点大学数的２倍多，是山西、河南和江西的７倍。湖北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１４
个，这一数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湖南的４倍，而中部的河南和江西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至

今未有零的突破。教育经费投入是教育快速发展的保障，近年来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不

断加大，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推动了本地区的快速发展。２００９年湖北教育经费投入达

４５１９５９３万元，居中部第三，教育经费投入较高，但是与排名第一的河南的６５６１５２３万

元相比，差距还是很大（表４ １０）。

表４ １０　湖北与中部五省高等教育总体概况

省份
高等院校数

（个）
重点大学数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数

（个）
教育经费

（万元）

湖北 １２０ ７ １４ ４５１９５９３

山西 ７１ １ ３ ３３２８４０４

河南 ９９ １ ０ ６５６１５２３

安徽 １０６ ３ ２ ４３８３７３２

江西 ８５ １ ０ ３３３３１７１

湖南 １１５ ３ ３ ５０６６０５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及教育部网站相关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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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中

部地区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不断增多，高等教育总体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几年，湖北省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年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几乎每年排在中部地区的

末位，但是从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绝对数来讲，近几年湖北在校大学生一直维持在百万人以

上，远超过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从每１０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

数来看，２００９年湖北省以２８２９人，位居中部第一，河南的最少仅有１７４２人，几乎是湖北

的一半。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年份来看，湖北省的高等教育在２００１年已进入大众化阶

段；山西、江西和湖南的次之；河南和安徽的最晚，于２００４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表

４ １１，表４ １２）。

表４ １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及其增长率

湖北 山西 河南 安徽 江西 湖南 全国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高校在校学生数（人）１０１２６６５ ４０７０３６ ８５１８６４ ５８９０７５ ６４６０８６ ７５４８５９ １５１７７６７

年增长率（％） １３．５ １７．９ ２１．２ １７．５ ３１．９ １８．１ １７．１

高校在校学生数（人）１０９２２７４ ４４６４２８ ９７４０９６ ６６３６８４ ７７０５２５ ８３０１８１ １７３８４４１

年增长率（％） ７．９ ９．７ １４．３ １２．７ １９．３ １０ １１．３

高校在校学生数（人）１１６３６８６ ４８４４９０ １０９５１９５ ７３０５４６ ７８１６８６ ８９８６２２ １８８４８９５４

年增长率（％） ６．５ ８．５ １２．４ １０．１ １．４ ８．２ ８．４

高校在校学生数（人）１１８４９１５ ５２６７５６ １２５０２０４ ８０８２７６ ７６４１８２ ９５２３３０ ２０２１０２４９

年增长率（％） １．８ ８．７ １４．１ １０．６ －２．２ ６ ７．２

高校在校学生数（人）１２４９０６１ ５４７３９１ １３６８８１３ ８７７７８２ ７９３４８８ １０１６８３３２１４４６５７０

年增长率（％） ５．４ ３．９ ９．５ ８．６ ３．８ ６．８ ６．１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综合整理

表４ １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及大众化教育发展状况

省份 每１０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年份）

湖北 ２８２９ ２００１

山西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２

河南 １７７４ ２００４

安徽 １７４２ ２００４

江西 ２１１８ ２００２

湖南 ２０４０ ２００２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及教育部网站相关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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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从高等教育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还是从高等教育结构层次、教育投入

和发展速度上看，湖北省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在中部地区都是最高的，当今世界，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在推动社会发展，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科技已成为推动一个

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高等教育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综合实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强大的教育实力将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为湖北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支撑，成为湖北快速发展的动力。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虽然有着发展经济的优势和

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克服不利因素应是湖北

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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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中部六省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初起点地区，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巨大贡

献。然而，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得中部地区发展十分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不断加大，中部面临塌陷的危险。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从统筹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
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为了明确湖北省在中部崛起中的比较优势和不足之处，制定符

合湖北发展实际的发展思路，实现湖北在中部率先崛起，有必要对湖北与中部五省的经济

发展进行横向比较。

§５．１　经济发展总量比较

区域经济总量状况、市场容量结构、外贸发展程度、对外依存度等是区域发展的重要

条件。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指标。
从中部地区来看，河南的经济实力在中部地区是最为雄厚，其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增长迅速 一 路 领 先（图５ １）。湖 北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在 中 部 地 区 紧 随 河

南，位居第二，可见，湖北的综合实力很强。但是，湖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高，
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致使湖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河南的差距逐渐增大，也逐渐被中部其

他省份赶上（图５ ２、图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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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国内生产总值比较（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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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及中国统计信息网（ｗｗｗ．ｔｊｃｎ．ｏｒｇ）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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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　湖北与中部五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财政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储蓄总额指标主要体现

了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消费购买能力状况，他们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紧密相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

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一定的投资规模保障了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指国民经济各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该地区的消费市场规模，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景气程度的

重要指标。２００９年湖北在中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小于河南和安徽，但在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湖北却大于安徽，位列中部地区第二位，这说明了湖北的投

资和消费需求旺盛，市场经济活跃，内需强劲（表５ １）。
实际使用外资额和进出口总额及出口总额体现了该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和对外

开放程度。在实际利 用 外 资 方 面，２００９年 中 部 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额 最 多 的 是 河 南 和 湖

北，分别为４７．９９和４６．８８亿美元；在进出口总额方面，湖北的进出口总额为１７２．５亿美

元，位列中部地区首位；在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方面，２００９年中部六省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均有所下降，而湖北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下降１６．７％，仅大于江西的－６．２％，排名第二；
在出口总额方面，湖北的出口总额为９９．７９亿美元，位居中部地区榜首；在出口总额增长

率方面，２００９年中部地区各省的出口总额增长率也均呈现下降趋势，湖北下降１４．８％，大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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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　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经济指标比较（２００９）

湖北 山西 河南 江西 安徽 湖南

财政收入（亿元） １６２９．７３ １６１１．６６ ２２５２．１２ １１６２．６ １７２７．８３ １６９５．２３

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亿元） ８１６３．５ ８０９９．４ １１２０７．４ ５０９２．７ ６６１９．５ ７８０９．８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１４３６７．４８１３９９６．５５ １４３７１．５６ １４０２１．５４ １４０８５．７４ １５０８４．３１

农村人均纯收入（元） ５０３５．２６ ４２４４．１０ ４８０６．９５ ５０７５．０１ ４５０４．３２ ４９０９．０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７８６６．９ ４９４３．２ １３７０４．５ ６６４３．１ ８９９０．７ ７７０３．４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５９２８．４ ２８０９．０ ６７４６．４ ２４８４．４ ３５２７．８ ４９１３．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综合整理

于江西的－４．６％，位居第２。可见，湖北省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在中部

地区较高，对外贸易环境较好，竞争力较强（表５ ２）。

表５ ２　湖北与中部五省经济发展外向度比较（２００９）

省份
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

增长率（％）
出口总额

（亿美元）
出口总额增长率

（％）

湖北 ４６．８８ １７２．５ －１６．７ ９９．７９ －１４．８

山西 １３．５ ８５．７ －４０．５ ２８．３７ －６９．３

河南 ４７．９９ １３４．８ －２２．９ ７３．４５ －３１．５

江西 ４０．２４ １２７．８ －６．２ ７３．６８ －４．６

安徽 ３８．８ １５６．８ －２２．３ ８８．８６ －２１．８

湖南 ４５．９８ １０１．５ －１９．１ ５４．９２ －３４．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及中部六省２００６年统计公报综合整理

§５．２　经济结构比较

５．２．１　产业结构比较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根

据工业化国家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创造的产值或容纳

的就业人员，依次是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产业由提高到降低，第三产业逐步提

高。目前，第三产业占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发 达 国 家 为６０％～７０％，中 等 收 入 国 家 为

５０％左右，低收入国家为３５％左右，我国只有４３．４％。从第三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

发达国家就业人员占整个社会就业比重为６０％左右，发展中国家达到４０％，而我国只有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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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在全国较低的产业结构格局中，中部六省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存在较大的不平

衡性。
从表５ ３和表５ ４可以看出：①中部六省的三次产业在产值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

均比全国水平高（除了山西），在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均较高，其中

湖南、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比全国水平高出近１０％，湖北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中部

六省中略低，比平均水平低５％；②在第三产业中，中部六省产值比重均低于全国水平，中
部六省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除河南和安徽以外，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其中湖北第三

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超出全国水平６％；③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从所创产值来看，中部

六省均高于全国水平（湖南除外），而从所容纳的劳动力来看，中部六省与全国水平基本持

平，从中部六省内 部 来 看，江 西、山 西 和 河 南 有 较 明 显 优 势，湖 南 第 二 产 业 产 值 比 重 为

４３．５％，低于全国水平近３％，排名中部地区最后一位。总体分析，中部地区长期扮演着

东部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的角色，工业中的大多数属于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
产品的附加值低，增值能力弱，致使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以电子、信
息、金融、科技、服务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相对滞后，致使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缓慢，区域内的工业化程度偏低。

表５ ３　２００９年中部六省产业结构比较 （％）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１０．３ ４６．３ ４３．４

安徽 １４．９ ４８．７ ３６．４

江西 １４．４ ５１．２ ３４．４

湖北 １３．９ ４６．６ ３９．６

湖南 １５．１ ４３．５ ４１．４

河南 １４．２ ５６．５ ２９．３

山西 ６．５ ５４．３ ３９．２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综合整理

表５ ４　２００９年中部六省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重比较 （％）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３８．１ ２７．８ ３４．１

安徽 ４２．８ ２８．２ ２９

江西 ３９．３ ２８．３ ３２．４

湖北 ３２．７ ２６．９ ４０．３

湖南 ４８ ２０．９ ３１．１

河南 ４６．５ ２８．２ ２５．４

山西 ３９．７ ２６．２ ３４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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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产权结构比较（按所有制类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着力调整产权结构，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使地区经济充满

了生机和活力。表５ ５对２００６年中部六省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比较。

表５ ５　２００６年中部六省所有制结构比较 （％）

地区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股份经济 外商投资经济 港澳台经济

全国 ３０．０ ３．０ ３２．０ ６．０ ４．０

安徽 ３９．０ ５．０ ３６．０ １．０ ２．０

江西 ４０．０ １．０ ２５．０ ２．０ ５．０

湖北 ３８．０ ２．０ ３０．０ ４．０ ４．０

湖南 ３４．０ １．０ ３２．０ ２．０ ３．０

河南 ２６．０ ４．０ ３２．０ ３．０ ２．０

山西 ３９．０ ５．０ ３６．０ １．０ ２．０

　　资料来源：《２００７年统计年鉴》综合整理

从表５ ５可以看出：①２００６年在工业总产值的所有制结构中，中部六省国有经济比

例偏大，除了河南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４％，其他五省均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 江 西、安

徽、湖北和山西，高出全国的近１０％。２００７年湖北省国有经济比重达３８％，股份制经济

占３０％，外向型经济有待加强；②中部六省的外向型经济不足，与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

有明显差距。２００６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投资经济比重达３０．３％，比中部六省高出近

２０％，而湖北省外向型经济具有明显优势；③中部六省非国有经济比重偏低，不仅可利用

的民间资本、港澳台资本少，市场发展缓慢，而且经济生活中的新的增长点也比较少；国有

经济比重偏高且实现形式单一，一方面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大，应变能力差，回旋余地小；
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惯性影响大，经济缺乏生机和活力。

５．２．３　投资结构比较

投资额的不断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无论是经济总量的扩张或经济结构

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投资的强大支撑。从表５ ６可知，中部六省依靠预算内投

资和国内贷款（国内贷款主要来自国有银行）投资比例较高，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存在较大

差距。国家投资比重过大，第一，说明中部地区尚未形成良性的投资基金运行机制；第二，
一定时期国家财力供给的有限性，直接制约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张，影响经济的发展；第三，
对国家依赖过大，会直接受制于政府不同时期财政、金融的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的动用。
中部地区投资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上，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

的资产存量是过去各期投资增量积累的结果。各产业每年资产存量的增加，大致反映了

社会在各产业的年投资量。所以，各产业现有资产存量的多少和增长率的高低，直接取决

于投资结构的变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固然有其历史的以及经济的因素，但根本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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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于投资结构的不合理，这不仅表现在产业结构所体现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不

高，同时也表现在产业结构所体现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供给能力不高，即产业结构尚未

达到优化和高级化。

表５ ６　中部六省投资结构比例 （％）

地区 预算内 国内贷款 利用外资 自筹 其他投资

全国 ５．０７ １５．７１ １．８５ ６１．３５ １６．０３

安徽 ５．６９ １０．９７ ０．９９ ６８．９３ １３．４２

江西 ５．９６ ９．１４ ２．４２ ７０．２６ １２．２２

湖北 ８．０２ １６．２８ ０．８３ ６２．７７ １２．１０

湖南 ８．０６ １４．６２ ０．９６ ６３．７３ １２．５８

河南 ２．８０ ７．８０ ０．３８ ７８．３２ １０．４９

山西 ７．４５ １７．９６ ０．４４ ６２．９１ １１．２４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综合整理

就中部六省内部分析，湖北省的投资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国有投资倾向，国有投资比

重超出全国水平的５％，也高出其他五省；利用外资比例低于全国水平近２％，在中部地区

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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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湖北与中部五省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无疑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 遇。湖 北 地 处 华 中 腹

地，交通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产业基础较好，综合配套能力强，资源丰富，产业优势明显，对
于承接国内外投资和东部产业转移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胡锦涛

总书记２００５年视察湖北时明确要求：“湖北要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这既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对湖北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给我们指明

了前进方向和动力。未来１０年内，中部地区将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为了中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中部六省综合实力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具有十分重要

的实践意义。

§６．１　相关研究述评

中部地区作为未来我国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胡

永平（２００４）认为中部“塌陷”的根源在于中部地区的基础建设和配套设施较为落后，致使

吸引外来投资的硬环境及配套服务不足，从而产生了中部地区人才、资本与技术的大量流

失，这种由硬环境导致的恶性循环是中部经济发展不足的重要因素。王小广（２００５）则认

为制度建设（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及政府机构架构体制）的落后制约了中部经济发展。
他通过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国有资产比重偏高，规模以上工业资产中，国有及控股 企 业 占

７８．８３％，比东部高出２８．８３％，这种“一只独大”的资产配置结构加上制度建设的落后，使

得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化现象严重，由此他认为制度建设的落后及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到位、
不作为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配置的方向、结构和效率，从而制约了中部经济发

展。王可侠（２００４）通过对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研究中发现：中部人力资本投入严重

不足是中部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应加强各类型、各层次的教育投入，充分整合目前

中部地区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教育，并积极探索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 人 才 的 适 宜 措

施。李宏鸣、王海林和张波庆（１９９９）等认为城镇化建设的落后是中部地区发展不足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中部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镇化覆盖率低导致城镇对周边经济的聚集

和辐射作用薄弱，影响了三次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市场体系的培育和

农村的投资消 费 需 求，也 制 约 了 中 部 经 济 的 持 续 稳 定 增 长。夏 振 坤、方 国 平 和 陈 洪 波

（２００１）等认为中部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经济外联性不强抑制了中部的投资需求，导致经济

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不足。因此，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吸引外资，应是中部地区制定经济

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吕政、周维富（２００２）等认为高技术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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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中部六省高技术产业规模在全

国的比重偏低，且逐年下降，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度、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
部六省必须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高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在技术和经济方

面的迅速追赶。
显然，以上的相关研究从投资环境、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经济外联度及

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发展等方面对中部经济发展给出了相应建议。但是，要整合中部六

省的资源配置，真正使中部地区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必须理清中部六省

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异，从而实施有步骤、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及措施，协调中部

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梯度及战略，将中部地区建设成构建两型社会、和谐社会的 前 沿 阵

地，也为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思路和帮助。本章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部地区

六省的综合经济实力进行比较分析，为构建中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层次和地域分工协作提

供实证研究基础。

§６．２　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的确立

６．２．１　主成分分析方法

主成分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异，将我

们手中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通常是选出比原始

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异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并用以解释资料

的综合性指标。由此可见，主成分分析实际上是一种降维方法。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

标。在实证问题研究中，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众多影响因素。这些

涉及的因素一般称为指标，在多元统计分析中也称为变量。因为每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

上反映了所研究问题的某些信息，并且指标之间彼此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所得的统计数

据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在用统计方法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太多会增加

计算量和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希望在进行定量分析的过程中，涉及的变量较少，
得到的信息量较多。主成分分析正是适应这一要求产生的。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数学变换的方法，它把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成

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排列。在数学变换中保持

变量的总方差不变，使第一变量具有最大的方差，称为第一主成分，第二变量的方差次大，
并且和第一变量不相关，称为第二主成分。依次类推，Ｉ个变量就有Ｉ个主成分。

主成分分析的主要作用概括起来说，主成分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１）主成分分析能降低所研究的数据空间的维数。即用研究ｍ维的Ｙ 空间代替ｐ维

的Ｘ空间（ｍ＜ｐ），而低维的Ｙ 空间代替高维的Ｘ 空间所损失的信息很少。即使只有一

个主成分Ｙｌ（即ｍ＝１）时，这个Ｙｌ 仍是使用全部Ｘ 变量（ｐ个）得到的。例如要计算Ｙｌ
的均值也得使用全部Ｘ 的均值。在所选的前ｍ个主成分中，如果某个Ｘｉ 的系数全部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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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零的话，就可以把这个Ｘｉ 删除，这也是一种删除多余变量的方法。
（２）有时可通过因子负荷ａｉｊ的结论，弄清Ｘ变量间的某些关系。
（３）多维数据的一种图形表示方法。我们知道当维数大于３时便不能画出几何图形，

多元统计研究的问题大都多于３个变量。要把研究的问题用图形表示出来是不可能的。
然而，经过主成分分析后，我们可以选取前两个主成分或其中某两个主成分，根据主成分

的得分，画出ｎ个样品在二维平面上的分布状况，由图形可直观地看出各样品在主分量中

的地位，进而还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处理，可以由图形发现远离大多数样本点的离群点。
（４）由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回归模型。即把各主成分作为新自变量代替原来自变量Ｘ

作回归分析。
（５）用主成分分析筛选回归变量。回归变量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为了使模型

本身易于作结构分析、控制和预报，好从原始变量所构成的子集合中选择最佳变量，构成

最佳变量集合。用主成分分析筛选变量，可以用较少的计算量来选择变量，获得选择最佳

变量子集合的效果。
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是多元统计分析中一种重要的方法，是通过多个指标的线性组合，

能将众多的具有错综复杂相关关系的一系列指标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 指 标Ｘｎ（主 成 分

Ｆｉ），既能使各主成分相互独立，舍去重叠的信息，又能更集中、更典型地表明研究对象的

特征，还能避免大量的重复工作瑐瑡。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是：①对原始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不同的影响；②求无量纲后的相关系数矩阵Ｒ；③求Ｒ的特征值、
特征向量和贡献率；④确定主成分的个数，本书按照特征值大于１以及和累积贡献率（即

主成分解释的方差占总体方差的比例）大于８５％的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⑤对主成分因

子的经济意义作解释，一般由权重较大的几个指标的综合意义来确定；⑥求各主成分的得

分并计算综合得分。

６．２．２　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本书在指标体系的

建立上，遵循了完备性、功能性、可比性和层次性原则，选取了５个层次１６个方面共３４个

指标，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具体见表６ １。
第一层次：反映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指标。
（１）经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２）工业发展：工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利润率、单位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工业企业个数）。
（３）资本实力：年末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简称金融储蓄存款）、年末金融机构储蓄

贷款余额（简称金融储蓄贷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简称社会固定资产）。
（４）居民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
（５）社会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０

瑐瑡卢纹岱．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统计分析［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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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指标。
（１）经济结构：非农产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２）社会结构：市区 城 市 化 率、市 区 人 口 聚 集 度、教 育 事 业 费 比 重（占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
第三层次：反映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基础设施状况城市开放程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利用外资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
第四层次：反映基础设施状况的指标。
（１）基本设施：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万人拥有

医生数。
（２）环境设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园林绿地面积。
第五层次：反映城市开放程度的指标。
（１）国际开放程度：实际利用外资、旅游外汇收入、出口总额。
（２）国内开放程度：公路客运量、公路货运量、邮电业务量。
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得性，本书选取的３４个指标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７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６ １　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层次 方面 指标

第 一 层 次：反 映 社

会、经 济 整 体 水 平 的

指标

经济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工业发展
工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利润 率、单 位 工 业 企 业 创 造 增 加 值（工

业增加值／工业企业个数）

资本实力

年末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简 称 金 融 储 蓄 存 款）、年 末 金 融

机构储蓄贷款余额（简称 金 融 储 蓄 贷 款）、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总额（简称社会固定资产）

居民收入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农 村 居 民

人均纯收入

社会发展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第 二 层 次：反 映 社

会、经济结构的指标

经济结构 非农产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社会结构
市区城市化率、市区人口聚集度、教育事业费比重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

第三层 次：反 映 经 济

发展速度的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利用外资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

第四层 次：反 映 基 础

设施状况的指标

基本设施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居 住 面 积、万 人 拥 有 公 共 汽（电）车、

万人拥有医生数

环境设施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园林绿地面积

第五层 次：反 映 城 市

开放程度的指标

国际开放程度 实际利用外资、旅游外汇收入、出口总额

国内开放程度 公路客运量、公路货运量、邮电业务量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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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模型分析过程

本书运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对上述３４个指标进行处理，并用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

（旋转收敛的最大迭代系数为２５），选出６个主成分，有关处理结果如表６ ２所示。

表６ ２　主成分提取及其权重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主成分权重（％）

Ｆ１ １５．６０１ ５２．７７９２ ５２．７７９２ ５２．４４７

Ｆ２ ４．０２３ １３．６１０１ ６６．３８９３ １３．２３１

Ｆ３ ４．０１２ １３．５７２９ ７９．９６２２ １３．４５２

Ｆ４ ２．２３６ ７．５６４５ ８７．５２６７ ７．２１４

Ｆ５ ２．１４５ ７．２５６７ ９４．７８３４ ７．０１２

Ｆ６ １．０４２ ２．２１６７ ９７．０００１ ５．１２７

由表６ ２，可以看 出６个 主 成 分 的 累 积 贡 献 率 为９７．０００１％，即 保 留 了 原 始 指 标

９７０００１％的信息，具有显著代表性。主成分的载荷矩阵（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见表６ ２，载荷系数代表各主成分解释指标变量方差的程度。

在主成分分析中，一般认为大于０．３的载荷就是显著的瑐瑢，本书因为原始变量较多，

所以选取大于０．５０的负载，使其能更好地解释原始变量。

由表６ ２可知，第一主成分的权重中最大，为５２．７７９２％，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由

表６ １可知，第一主成分在财政支出、金融机构存款、旅游外汇收入、地方财政收入、金融

机构贷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邮电业务总量、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总额、公路货运量、国

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工业产值利润率、实际利用外

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等指标上载荷较大，该主成分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又反映了城市与国内外沟通的能力。可以认为Ｆ１ 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因子。

第二主成分的权重为１３．６１０１％，是次重要的影响因子。该主成分在财政收入增长

率、单位企业创造增加值、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市区城市化率、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指标上负

载较大，由于指标间直观联系较小，仅后两个指标与社会经济结构有关，可将Ｆ２ 暂定为

社会经济结构因子，在分析时可针对具体指标逐个进行。

第三主成分的权重为１３．５７２９％，重要性与Ｆ２ 基本相当。该主成分在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事业费支出、公路客运量等指标上

载荷较大。由于载荷最大的两项指标均代表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认为Ｆ３ 是居民收入

５２

瑐瑢庞皓．计量经济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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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因子。

第四主成分在利用外资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载荷较大，可以认为Ｆ４ 是经

济发展速度因子。

第五主成分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园林绿地面积指标上载荷较大，可以认为Ｆ５
是环境发展因子。

第六主成分在市区人口聚集度指标上载荷较大，可以认为Ｆ６ 是城市聚集力因子。

根据各主成分解释的方差占原始指标变量方差的比重，可以运用公式（１）计算各主成

分的权重。同时，结合各主成分的得分，运用公式（２）可算出各城市的综合得分（表６ ３）。

表６ ３　主成分负载矩阵

指标名称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财政支出 ０．９８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９

金融储蓄存款 ０．９８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０９６

旅游外汇收入 ０．９８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８

地方财政收入 ０．９８６ ０．０５７ 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５

金融储蓄贷款 ０．９８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０．９８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２

邮电业务总量 ０．９７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５ ０．１１３

社会固定资产 ０．９６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９

公路货运量 ０．９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２

国内生产总值 ０．９６１ ０．１１２ ０．２３３ ０．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４

工业总产值 ０．９５１ ０．１４５ ０．２５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８

出口总额 ０．９３２ ０．０８９ ０．２８２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４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０．８８２ ０．３４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５

工业产值利润率 ０．８０７ －０．２９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６３ －０．２０１ －０．２８３

实际利用外资 ０．８０３ ０．２３８ ０．４０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０．７４５ －０．２６９ ０．１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４ ０．４６３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０．７４１ ０．２６４ ０．０６８ ０．１２ ０．１６４ ０．４９５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５９９ －０．５０４ ０．５９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８

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 ０．５１３ ０．３７１ ０．４８２ ０．１６ ０．３６６ －０．１８

财政收入增长率 －０．２２１ －０．９１３ ０．２２９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６ ０．１４

单位企业创造增加值 ０．０８ ０．８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２８５ ０．０６６ ０．１６４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０．０７１ ０．７６４ ０．３２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３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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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 ３

指标名称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市区城市化率 ０．０８５ ０．７０６ ０．２７７ ０．２３４ ０．５０８ －０．０９１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０．４４９ ０．５８６ ０．５３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４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０．４４４ －０．１８３ ０．８１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０．４９３ ０．１８３ ０．８０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３

教育事业费比重 －０．３２５ －０．１０５ －０．７６５ －０．１０８ －０．２０１ －０．３９５

公路客运量 －０．２１９ ０．１７ ０．７２４ ０．３１２ －０．０５４ ０．２５８

利用外资增长率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８７８ －０．３３５ ０．０６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０．０４８ ０．２１４ ０．３８２ ０．８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３

人均居住面积 －０．３３４ －０．４３ ０．１６５ －０．０６３４ －０．３５８ －０．０８３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３６６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８ ０．８６６ －０．０２４

人均园林绿地面积 －０．２６８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２６８ ０．０８ ０．３２６

市区人口聚集度 ０．５２８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４ ０．０５２ ０．１２ ０．７５１

Ｆａ ＝Ｃａ／∑Ｃａ （１）

Ｓａ ＝∑Ｓａｊｆｊ （２）

式中：Ｆａ 为各主成分的权重系数；Ｃａ 为主成分贡献率；Ｓａｊ代表各省份在主成分中的

得分；Ｓａ 代表各省份的综合得分（表６ ４）。

表６ ４　主成分得分及综合得分

省份 综合得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湖北 １．９５６ ３．４９９ －０．０５９ １．２６４ －０．３ －０．４１４ －０．３０４

河南 ０．３８９ ０．０７６ １．３０６ －０．１５７ ０．２４６ ０．８２４ ２．１２８

湖南 ０．３０３ ０．２７４ －０．６５５ ０．５６６ ０．８０７ ０．７５２ １．０４６

山西 ０．２９７ －０．０８９ ０．８６６ １．８１２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５ －０．４３３

安徽 ０．１４ －０．２７４ ０．７０７ １．２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００３

江西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２ －０．６ １．３０１ ０．４２１ －０．２９６ －０．６５２

从模型分析结果看，湖北综合得分最高，得分为１．９５６，其次是河南、湖南、山西、安徽

和江西。
湖北是综合实力最强的省份。其Ｆ１ 项的得分最高，为３．４９９分，远远高出其他省份，

说明湖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在中部具有较强优势，无疑是最适合担当该区

域的经济中心；其Ｆ３ 因子得分仅次于山西，说明湖北的居民收入水平很高，长期消费动

５４



�
�
�
�
�
�
�
�
�
	


�
�

�
�
�
�

6

力及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强；Ｆ２ 因子得分不高，原因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以

及人均道路面积量不够高；Ｆ４ 因子得分较低，与对Ｆ２ 的分析结构一致，表明湖北的经济

发展速度不够高。Ｆ５ 得分低，表明环境设施不够好，说明环境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增

长慢于人口的增长；Ｆ６ 因子得分较低，表明湖北的人口聚集力不够高。

§６．４　结论

综上所述，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综合实力相差较大，实力最强的湖北处于区域的核心位

置，次强的河南、湖南和山西作为中部发展首要圈层。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把城市继续作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以湖北为核心，以河南、湖南和山西为３个支点，
加强区域内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通过建立在发挥优势基础上的地域分工，即在既定资源供给 的 约 束 下，使 产 出 最 大

化；培植具有发展优势基础上的企业，强化区域内的分工协作，消除省域 间 贸 易、行 业 壁

垒，使其获得充足的要素供给，并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获得市场竞争力，从而推进技术进步，
避免地区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化；按要素禀赋进行资源配置，逐渐缩小发达地区和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差距。同时，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不断转移已丧失优势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使其稀缺的资本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并通过所产生的乘数作

用，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从而使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弱化其“二元就业结构”，
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差距。

因此，湖北需要加强与其他五省间的区域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一，发挥

沿海地区经济的外联优势，通过合作、嫁接的形式，充分利用自身与东部沿海地区在内陆

依托与国际通道方面具有的双向互补作用来拓展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第二，扩大与西

部地区的联手，共同开发西部地区的广大市场，实现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共享。中部地区要

实现经济崛起，必须在加快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增强西进实力，抓住三峡工程、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工程上马的有利时机，抢占西进桥头堡，加强与西部各省区的联手共同进军西部

大市场和开发西部资源。第三，联手开发中部腹地，实现中部地区崛起。中部作为内陆地

区，腹地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开发潜力极大。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应树立全

局观、开放观、效益观，这是将中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中部崛起必须遵循的原则。中

部地区应在现有区域经济协作与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相结合

的要素优化组合新机制，打破市场壁垒、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性障碍，采取重

点突破、有序发展的方针，完善区域市场的基本构架，培育以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区域大开

放、大流通与大市场的格局。以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为基础，依据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交通条件和城市经济实力的比较优势，对区域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农牧资源、矿产资源、旅
游资源和人力资源，实行统一整合，优化配置，共同开发，推动中部地区各省区的关系朝着

“合理分工、相互协作、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化。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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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湖北与中部五省区域
经济增长源泉比较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在市场经济运作方面落后于东部，在国家资源

配置方面又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区应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呢？哪些

才是影响中部各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章先从定性的角度对影响中部各省

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进行筛选，并从定量的角度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加以实证分析，对中

部各省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比较。

§７．１　文献述评

国内学者关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作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建议。胡永平（２００４）
认为中部经济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从而导致投资硬 环 境 恶

劣，以及由此产生中部地区对外物流和信息流障碍，从而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大量流向东

部沿海地区瑐瑣。王小广（２００６）认为制约中部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与制度的落

后，包括所有制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他通过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国 有 资 产 比 重 偏

高，规模以上工业资产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占７８．８３％，比东部偏高２８．８３％，不仅存量资

产严重倾斜于国有企业，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必然导致新增资源配置继续倾向于国有

企业，这使得本来就面临严重资本短缺的中部地区在资源配置上更加低效率化瑐瑤。王可

侠（２００４）认为中部地区的落后，表面上看是基础设施落后，但从根本上讲，则是中部地区

人才的缺乏，人 力 资 本 投 资 不 足。要 实 现 中 部 地 区 的 经 济 增 长，应 主 要 从 发 展 教 育 入

手瑐瑥。李宏鸣、王海林和张波庆（１９９９）等认为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地区

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镇化落后。目前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到３０％，比东部

地区低１０％。由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市体系不发达，城镇对周边经济的聚集和辐射

作用薄弱，影响了三次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农村的

投资消费需求，也制约了中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瑐瑦。夏振坤、方国平和陈洪波（２００１）等

认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推进的。从１９８０年建立４个经济特区，

５６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胡永平．基于储蓄—投资关系的中国区域间资本流动分析［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４，（５）：１３０～１３４
王小广．中部地区发展存在四大障碍［Ｊ］．财经政法资讯，２００６，（２）：６０～６１
王可侠．社会资源与投资效率［Ｊ］．经济问题，２００４，（４）：５０～５２
李宏鸣．中部：承东启西图崛起［Ｊ］．瞭望，１９９９，（３）：１２～１５



�
�
�
�
�
�
�
�
�
	


�
�

�
�
�
�
�
�

7
到１９９０年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东部地区的２５３个县市已成为对外开放区。而到１９９１年，
中部地区的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才对外开放。由于对外开放主要是在外资准入和税收、
金融方面给予优惠，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是使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因此，加大

对外开放力度和吸引外资，应是中部地区制定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瑐瑧。吕政、周维

富（２００２）等认为高技术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实现中

部崛起的必然选择。中部六省高技术产业规模在全国的比重偏低，且逐年下降，高技术产

业技术密集度、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六省必须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

高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迅速追赶瑐瑨。
诚然，以上研究结论都是基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而提出的。但是，各省的资源禀

赋状况和比较优势不尽相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关键要素也会存在差异。如此，有必

要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关键要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７．２　模型的构建

经济增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难以 解 释 经 济 增 长 的 全 部。
经济增长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源泉和根本动力的解释。例如哈罗德—多马模

型通过分析投资、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以索洛（Ｓｏｌｏ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

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经济存在的外生技术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的 影 响。２０世 纪８０
年代出现的新增长理论，罗默、巴罗、卢卡斯等人又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说明知识积累、人

力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新制度学派则把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因素引入

到经济增长过程中，认为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又强

调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结合中部地区实际情况，本书认为物质资本的投入规模、劳动投入量、人力资本的投

资状况、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即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基础设

施的状况等因素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为此，我们用以下变量来代表各相关因素：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物质资本投

入（ＦＴ）；用三大产业中的就业人数代表劳动投入（ＬＴ）；用地区财政支出中科学教育事业

费支出代表人力资本投入（ＪＴ）；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代表城市化水平（ＣＲ）；商品

进出口总额代表对外开放度（ＦＲ）；用政府消费支出占该地区ＧＤＰ的比例代表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程度（ＧＲ）；年末实有道路长度代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ＩＮ）；用ＧＤＰ代表经济

增长。
我们选择多变量的Ｃ－Ｄ生产函数作为分析的基本模型。

Ｙ＝Ａｘα１１ｘα２２…ｘαｎｎ

５７

瑐瑧

瑐瑨

夏振坤．中国中部经济的发展与发展极的培育［Ｊ］．理论月刊，２００１，（２）：５～９
吕政．中部地区工业化的阻因与对策［Ｊ］．决策咨询，２００２，（９）：３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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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 表示产出；ｘｉ 为各种影响因素；Ａ是常数；αｉ 为各要素对产出的弹性值。对以上模

型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ＬＮ（Ｙ）＝ＬＮ（Ａ）＝α１ＬＮ（ｘ１）＋…＋αｎＬＮ（ｘｎ）
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此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可以计算出相关的参数值。所有

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２００７年统计年鉴》。

§７．３　模型分析过程

本书应用ＳＰＳＳ和Ｅｖｉｅｗｓ５．０对生产函数进行线性回归，并作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

自相关的处理。各省最终模型结果见表７ １。

表７ １　经济增长源泉模型结果

省份 物质资本 劳动投入
人力资本

投入
城市化水平 对外开放度

对经济的

干预程度

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湖北 ０．４７ ０．３１   ０．０３  

湖南 ０．４３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０９  

安徽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１１ ０．０４   

河南 ０．５３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１７

山西 ０．５５ ０．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９ 

江西 ０．２６ ０．３８     ０．０９

　　注：对应的变量没有通过参数检验，故没有列出

从表７ １可以看出，影响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主要有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

入和对外开放程度，其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４７、０．３１、０．０３。
对于安徽省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是劳动投入，其弹性值为０．４４，即安徽省

的劳动投入每增加１％，可使其ＧＤＰ增加０．４４％。物质资本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弹

性值为０．４１，即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１％，使ＧＤＰ增长０．４１％。再次是人力资本投入和

城市化水平，其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１１、０．０４。
影响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分别是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及城市化水平，其弹性值分别为０．５３、０．３７、０．１７、０．０５。
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分别是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和人

力资本投入，其弹性值分别是０．４３、０．２８、０．０９、０．０２。
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江西省的经济增长影响比较显著，分别是

０．３８、０．２６、０．０９。
对于山西省而言，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城市化水

平、人力资本投入，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５５、０．２７、０．０９、０．０５。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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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结论与建议

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湖北、河南和山西在很

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发现，中部地区物质资本投入产出

的效率还比较低，因此，中部各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时，要注意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第
二，中部地区劳动投入增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弹性系数，这表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

构依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劳动投入水平。从

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加快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

型的转变，才是实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三，河南、湖北、湖南和山西这４个

省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投入。说明这四省的

经济增长对于物质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更高。而安徽和江西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劳动对

经济增长影响系数更大，这说明安徽省和江西省劳动投入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

促进作用；第四，只是在湖北省和湖南省的模型中才体现出对外开放程度，并且弹性系数

也都很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很大。这说明，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而且难度

不小。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如何利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更好地利用外 资 促 进 经 济 成

长，是中部地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以上研究可知：尽管湖北在２００８年进入了全国１３个“万亿ＧＤＰ俱乐部”之一，但

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物资资本投入的贡献，劳动投入的贡献都明显低于物资资

本贡献，且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效率还比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也较低。这些分析结论说明

了湖北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湖北省科技资源十分丰富，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但湖北的科技优势并没

有转化为区域的整体优势。必须要积极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科技、
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使得人力资本等软资源对经济

发展的拉动作用成为长效动力。
（２）在构建两型社会的框架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产业链的重新构建，拉长资

源型企业的产业链，通过技术的更新、改造和高新技术化工作的广泛开展，充分发挥湖北

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围绕资源分布与储量现状，以大企业、企业集团为依托，以综合开发利

用为目标，积极开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
从而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减少浪费，提高物质资本投入产出效率。

（３）利用湖北省的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的交通枢纽地位，湖北省科研创新的优势地

位，通过整合资源，将核心主导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开展国际的竞争合作，在全球范围的产

业价值链中寻找价值片段。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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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湖北与中部五省区域
经济发展方式比较

　　中部区域具有“承东启西、联南结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

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科技和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然而，“中部正在塌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部区域的经济总量不仅大

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长期的经济发展主要

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这一现状就必须要求中部各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规律，通过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改变其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本章将从投入方式

和资源利用效率两个角度对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比较，以期探讨转变湖北经济发

展方式的路径。

§８．１　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投入方式比较

投入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体现了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生

产率等方面。为此，本部分将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分析，以找寻中部地区经济发

展投入方式的规律及区域差异。

８．１．１　中部地区生产率与全国的比较

一般来说，传统的生产率主要是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出发，而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质量

不仅要从总量本身考量，更需要从资源限制性因素方面进行分析。为此，本部分选取了全

员劳动生产率指数、投资效果系数指数、单位产出的废气量指数及单位产出的废水量指数

４个指标作为生产率比较的主要考察对象，并利用２００７年数据计算出了相关指标（表８
１）。

表８ １反映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中部

最低，较东部低近３０％，且还低于西部３．１８％；就投资效果系数比较而言，中部略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高于西部１１．２４％，但与东部差距较大；中部单位产出废气量及单位产出的

废水量不仅远远高于东部，也高于西部。显然，不论中部的经济发展总量如何，这反映出

中部地区工业经济活动生产率低下，投资效益不佳、工业生产污染重、排放高、环境破坏严

重，其发展质量不容乐观，值得关注和期待。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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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１　中部地区生产率与全国的比较

地区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 投资效果系数指数 单位产出的废气量指数 单位产出的废水量指数

全国 １４６．７９ １０７．６９ １５４．０４ １４８．４８

东部 １４０．９ １３９．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中部 １００ １１１．２４ １４８．９４ １５７．４１

西部 １０３．１８ １００ １４６．８１ １１２．１９

　　资料来源：《２００８年中国统计年鉴》

８．１．２　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投入方式比较

中部六省与全国其他区域的投入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中部地区内部的情况又

如何呢？为此，我们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投入方式进行了比较。

１．比较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

投入方式进行具体、科学的比较，我们选取了中部各省的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作为分析指标。书中的人均物质资本由人均年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人力资

本指标采用综合的指标体系来计算。人均 ＧＤＰ统一采用当年全国的物价指数进行了修

正。数据样本区间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２．模型分析

模型分析采用通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对数据序列作ＡＤＦ单位根检验，以避免

虚假回归；其次，构建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模型，探究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在时序上长期均衡关系。由于本书不涉及到短期波动分析，因此不采用误差修正模型

对长期协整模型进行短期修正；最后，利用格兰杰进行因果检验，研究中部六省的投入与

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第一，对中部六省的人均ＧＤＰ、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见表８ ２。
从表８ ２可知，一阶水平下，人均ＧＤＰ、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表现为不平稳

状态，其中人均ＧＤＰ进入二阶差分后全部平稳；人力资本和人均物质资本方面，全部省份

均为二阶平稳。
第二，对中部六省经济投入方式作长期协整模型检验。由于非平稳系列直接作回归

分析，可能导致弃真和纳伪的虚假回归结果。故进行协整检验，以探究变量的长期趋势是

否是稳定的。本书选取的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显示：三组变量序列上是二阶平稳的，即同阶

单整。因此，对中部六省作协整模型检验经济投入方式的长期发展趋势（表８ ３）。

６１



�
�
�
�
�
�
�
�
�
	


�
�

�

表８ ２　 中部六省各变量ＡＤＦ检验结果

省份 变量 水平 一阶差分 二阶差分

湖北

湖南

人均ＧＤＰ －０．３１４７ １　－３．３２４５ １　－５．０１４７

人均物质资本 －１．３６７８ ０　－０．１３６９ ０　－３．２４５９

人力资本 １．１４７２ ０　－２．０８９６ ０　－６．３０２４

人均ＧＤＰ －０．７７１２ １　－３．２５４３ ０　－４．２０３１

人均物质资本 ２．４１３６ ２　－４．８７９２ １　－４．９２１７

人力资本 ２．０１２３ ０　－２．５４６３ ０　－６．２３１５

江西

安徽

山西

河南

人均ＧＤＰ ０．２０８８ １　－２．２０３６ ０　－３．９２４３

人均物质资本 －３．０１２３ ２　－３．６２５８ １　－６．５８９２

人力资本 ３．４１２７ ０　－２．００１４ ０　－６．０３９６

人均ＧＤＰ －２．２２４１ １　－４．０３６９ ０　－６．３５９４

人均物质资本 ３．１２８６ ３　－２．３６９８ ３　－２．１３６２

人力资本 －１．５３８９ ３　－４．９６２１ １　－３．０１２３

人均ＧＤＰ ０．７５２１ １　－２．６３２１ ０　－７．３６４８

人均物质资本 －２．３０１４ １　－１．０３６９ ０　－４．４４８９

人力资本 １．８７６９ ０　－２．９３６５ ０　－７．００３６

人均ＧＤＰ －０．１４５０ １　－２．８６３９ ０　－４．３６３１

人均物质资本 －２．６３８１ ０　－４．１１２５ ０　－６．３３７８

人力资本 ２．６８７４ １　－２．７４３１ ０　－７．９３１４

　　注：表中及分别代表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

从模型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在长期表现高度的正相关

关系。就人均ＧＤＰ和人均物质资本而言，中部六省表现出极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物质

资本投入对于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贡献，其中湖北、湖南、河南和山西的

物质资本贡献度显得尤为突出；就人均ＧＤＰ和人力资本而言，除了湖南省表现不是十分

明显，其他五省模型检验结果均表明人力资本显著地影响人均ＧＤＰ，这也说明了人力资

本投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生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结果还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趋

势：经济总量或人均ＧＤＰ越高的省份，人均物质资本投入越高，人均物质资 本 贡 献 率 越

大。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靠的是“高物质资本投入”的推动，
显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高消耗”及“高污染”是不可持续的，是急需进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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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３　中部六省协整检验结果

省份 Ｋ Ｔｒａｃｅ λ

湖北
３ ２２．３６５０ １８．３６１４

４ ４４．１２３２ ２２．１２５８

湖南
３ ２０．９８７１ １７．３１４８

４ ３３．１２３６ ２７．３６１２

江西
３ ３０．００１２ １８．２４６３

４ ３５．６８７３ ２８．１２９７

安徽
３ ２８．３６９５ １４．０３６９

４ ３７．２３６９ ２０．３６９８

山西
３ ３０．２３５８ １６．００３４

４ ２５．３６４１ １２．３０１８

河南
３ ２４．３６２１ ２０．１２８５

４ ２７．４５２９ ２１．９６７２

　　注：表中及分别代表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

同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函数和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核算公式瑐瑩，
可计算出中部地区物质资本积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因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从表８ ４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严重

依赖于物质资本，中部各省的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的依赖均超过了４０％。物质资本的贡

献大多是源于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而物质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它的投入往往

会带来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等效应，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中部

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都比较小，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和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并不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明显。这也说明物质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以依靠大量的物质资本投入来实现的，经济效益低下，这是传统的经济

增长模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这种粗放的经济增

长将越来越受到制约，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也是背

道而驰的。
如此，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表现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和过多依靠各种资源

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它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而忽视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和环境状况。
诚然，协整检验模型及生产函数模型所揭示的中部六省经济发展与人均物质资本及

人力资本时序上存在着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这种关系有没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给出解释的。为此，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部六省的协整

关系作因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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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４　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中部六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省份
物质资本的贡献

合计 物质资本积累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劳动力 人力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山西 ４５．２８ １７．２０ ２８．０８ ７．８１ １６．０９ ３０．８２

安徽 ４０．７４ ２０．６０ ２０．１４ １４．５２ １６．７６ ２７．９７

江西 ４４．４ ２５．０４ １９．３６ １７．２３ １３．１８ ２５．１９

河南 ４６．６７ ２４．１２ ２２．５５ １９．１４ １４．３８ １９．８１

湖北 ４６．７ ２２．８５ ２３．８５ ７．５４ １８．３８ ２７．３８

湖南 ４５．９ １８．８５ ２７．０５ ９．５４ １７．３５ ２７．２０

　　资料来源：南昌大学中国中 部 经 济 发 展 研 究 中 心．中 部 崛 起 与 科 技 创 新［Ｍ］．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第三，中部六省长期协整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上述分析结果，构建格兰杰因

果检验，结果显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及山西的物质资本投入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
但经济增长并不是物质资本时序上增加的原因；而河南物质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互为因

果关系；同时，中部六省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结果还显示，除江西省外，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物质资本投

入贡献。这说明，单靠物质资本投资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长期拉动效

应也是极为乏力的。其中湖北省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度最高，江西最低，相反，江西省的物

质资本投入效应最高，其边际效应要大于该省人力资本投入效应。

３．结果分析

通过对投入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湖北的发展与中部五 省 具 有 相 同 的 发 展 特

征，已对湖北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改进投入方式势在必行。改进投入方式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要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建立以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利

用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充分提高资

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共赢发展。
第二，要推动资源整合，强化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湖北是我国资源的富集区，中

部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单纯通过提高资源开采量来发展资源型产

业不仅没有出路，而且可能带来资源枯竭，削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与科学发展

观相违背的。湖北要增强区域竞争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必须以科 学 发 展 观 为 指

导，围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技术引进与创新，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资源型产业链，
提高产业附加值，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现由资源大区向资源强区的跨越。
第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湖北来说，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正是其长期“挖资源、卖

资源”，难以拓展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湖北在利用先进技术成果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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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资源型产业链、提升资源型产业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今后，湖北要继续加强对企

业研究开发投入的支持，通过科技计划、相应的政策激励措施，引导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

入，鼓励企业引进、吸收先进适用技术，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工艺，推动企

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要继续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研究机构、大学相互结合，以增强产业竞争

力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引导和鼓励与国内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吸收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研发水平；要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依托新产品、新工艺，加快资

源型产业的结构优化，将传统的资源型产业打造成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具有较高科技含

量的现代产业链条。
第四，要积极改善资本投入结构，摒弃传统的高物质资本投入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

入，提高教育及相关技能培训的投入比例，创造环境激发企业研发的投入力度，从而为湖

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

§８．２　中部六省资源利用效率比较

中部六省所表现出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特征，其本质原因还在

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对目前中部六省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横向比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把节约

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资源利 用 效 率 显 著 提

高。当前，我国已经失去了采用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的可

能。树立科学的资源观，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已是形势所迫。
中部六省是我国资源较为丰富的集中区域，各种资源禀赋较为富足，这一方面为中部

经济发展提供了核心的源动力，同时也造成了中部各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和过多依靠各

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导致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污染严重的经

济发展方式特征。为了进一步研究中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本书选取了 单 位ＧＤＰ能 耗

（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吨／元）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３个

指标分别对中部六省的资源利用效率作横向比较。

８．２．１　ＧＤＰ能耗比较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中部各省规模以上企业较多，工业基础雄厚，但是近年

来，中部工业、中部制造在全国的话语权已丧失殆尽，除了投入不足、企业 产 权 等 问 题 以

外，能源消耗率高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选取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万元ＧＤＰ
能耗作比较，由于中部地区能源消耗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仅作中部各省横 向 比 较

（表８ ５）。
比较结果表明，从时序上看，中部各省的万元ＧＤＰ能耗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但

是幅度较小（除了山西省外）（图８ １）。说明，通过技术进步及政策调整，中部地区万元

ＧＤＰ能耗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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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５　中部六省万元ＧＤＰ能耗表

年份 湖北 湖南 河南 山西 安徽 江西

２００３ １．４２ １．２０ １．３６ ４．２３ １．４７ １．０７

２００４ １．４５ １．３５ １．４８ ３．７０ １．２５ １．０９

２００５ １．５１ １．４ １．３８ ２．９５ １．２１ １．０６

２００６ １．４６ １．３５ １．３４ ２．８９ １．１７ １．０２

２００７ １．４０３ １．３１３ １．２８５ ２．７５７ １．１２６ ０．９８２

２００８ １．３１４ １．２２５ １．２１９ ２．５５４ １．０７５ ０．９２８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０ １．２０２ １．１５６ ２．３６４ １．０１７ ０．８８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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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　中部各省万元ＧＤＰ能耗指数变化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中部各省横向比较而言，山西省的万元ＧＤＰ能耗各年份居高，江西省最小，其他各

省差距不大。这和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图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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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　中部各省万元ＧＤＰ能耗横向比较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中部地区是我国传统产业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虽然各地对

这些传统产业进行了 大 量 的 技 术 改 造，但 万 元 ＧＤＰ能 耗 仍 然 居 高 不 下，成 为 我 国 万 元

ＧＤＰ能耗较高的地区，降低万元ＧＤＰ能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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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选择。

８．２．２　中部各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较

中部六省除山西省外，水资源丰富，在全国十大流域中，中部拥有第一大流域长江和

第二大流域黄河，年径流量分别为９５１３、２２２亿立方米；在全国五大淡水湖中，中部拥有

第一、二、四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巢湖。在中部六省中，江西和湖南的水能源占全国

的比重和人均水资源量最多，远远超过了其他４个省份，湖北居第３位。从 用 水 总 量 来

看，湖北省的工业用水量居于中部之首，这是由于湖北省工业基础雄厚，耗能企业多，能耗

也高。
为了比较水资源利用效率，我们采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吨／元）进行比较（表８

６）。

表８ ６　中部各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表 （吨／元）

年份 湖北 湖南 河南 山西 安徽 江西

２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２００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２００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中部六省２００９年统计公报综合整理

从时序上分析，中部各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都在下降，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在逐

步提高，从各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数图看，山西省的水资源率提升最快，其次是江

西、湖南、河南和安徽，湖北省水资源利用效率变化不明显（图８ ３）。
从横向比较而言，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江西省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最大，随后逐年下

降，山西省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最小，次之是河南，湖北、湖南两省变化不大，这说明

中部地区内部江西省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山西省和河南省水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图

８ ４）。

８．２．３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比较

资源的利用率还应体现在对废弃物的充分利用上，故本书选取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作为资源利用率的第三个评价指标对中部各省进行比较（表８ ７）。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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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３　中部各省水资源利用效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中部六省２００９年统计公报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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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４　中部各省水资源利用效率横向比较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中部六省２００９年统计公报综合整理

表８ ７　中部各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表 （％）

年份 湖北 湖南 河南 山西 安徽 江西

２００３ ７３．００ ６４．００ ７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４ ７２ ６７．７７ ６９．５３ ４４．２５ ７９．０８ ２５．５８

２００５ ７３．３ ７０ ６８．７ ４４．７４ ８０ ２７．１

２００６ ７２．３ ７２．３ ６７．６ ４５．４４ ８２ ３５．６３

２００７ ７４．９２ ７４．３ ６７．８ ４９．０９ ８２．３５ ３６．３６

２００８ ７６．８４ ８０．３８ ７４．５４ ５６．８３ ８３．５８ ３９．６９

２００９ ７５．７ ７８．７５ ７４．７７ ６０．７５ ８５．３２ ４１．６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从时序上分析，各省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变化不大（除江西、湖南外）。这说明

中部各省建立以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利用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经济

发展模式仍未形成，能源和水资源等生产投入要素的效率低下，造成了排放物的增加，而

同时废物利用效率没有较大提升，给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埋下了较大资源隐患（图８ ５）。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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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５　中部各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横向比较看，安徽省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位于中部各省首位，其次是湖北、
河南、湖南、山西和江西（见图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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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６　中部各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横向比较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８．２．４　结论

综上，尽管中部各省的经济发展都来自于物质资本，但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其中，山西省的万元ＧＤＰ能耗各年份居高，江西省最小，其他各省差距不大；中部各

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都在下降，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在逐步提高。从各省单位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指数图看，山西省的水资源率提升最快，其次是江西、湖南、河南和安徽，湖

北省水资源利用效率变化不明显；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方面，江西、湖南较高，其他各

省的变化不大。
湖北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省份，其发展具有明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

经济发展方式特征，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已开始显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成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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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湖北与中部五省区域创新能力比较

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本章主要基于创新运行过程的视角，从 创 新 的 内 部 动 力 机

制、扩散机制和调控机制来进行测量。区域创新的内部动力包括两方面：推动力（科研经

费和人力资源投入）和拉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在这两种力量作用下区域创新主

体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创新活动，其创新产出会通过主体间相互联系而扩散，因此扩散平台

的规模成为测量扩散机制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高校、各类技术开发区、技术市场以及互

联网络等。这些主体的创新活动以及主体间的创新扩散都受到市场以及各区域政府提供

的服务来进行引导和调控。如此，本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从区域创新系统（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９．１　文献述评

自１９８７年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之后，国家创新体系现已成为研究国家创新

能力、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框架。Ｆｒｅｅｍａｎ瑑瑠 和Ｎｅｌｓｏｎ瑑瑡 的研究发现，日本、美国和其他国

家在创新的组织体制和文化上的根本不同，造成了不同国家创新绩效的不同，而且这种不

同性是与国家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此后，ＯＥＣＤ、欧盟和ＵＮＣＴＡＤ也都采用了国家创新

体系这一概念，并将它作为分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分析框架。我国在当时的国家科委工

业司的支持下，柳卸林等人（１９９７）对中国福建的泉州、宁夏和广西的柳州３个地方与澳大

利亚的３个地区进行了对比的分析瑑瑢；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在１９９９年进行的地区科技

竞争力的研究瑑瑣；尚勇、朱传柏等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介绍瑑瑤。这些研究得到了一些有

益的结论，如中国区域发展中的科技经济强强或一个强一个弱的分类。陈光、唐福国也建

立了一个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地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但他们的指标比较简单瑑瑥。
柳卸林、胡志坚等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的成员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了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

研究，其目的是从创新的角度，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多样性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与

７０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Ｃ．Ｆｒｅｅｍ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Ｊａｐａ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７
Ｒ．Ｒ．Ｎｅｌｓ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柳卸林．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分布与成因［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２，（５）：５５０～５５６
课题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１９９９）［Ｒ］．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９
尚勇，朱传柏．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
陈光，唐福国．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地区差异分析：框架、指标与评价［Ｊ］．中外科技信息，２００１，（１１）：１８０～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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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关系瑑瑦。黄鲁成（２０００）以省域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区域创新瑑瑧；从构建区域创

新指标体系角度，如目前权威性较强的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自２００１年起发布的

《中国区域创新 能 力 报 告》；从 区 域 创 新 能 力 实 证 角 度，如 孙 锐、石 金 涛 和 周 立、吴 玉 鸣

（２００６）运用因子和聚类方法对２００４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数据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得

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的排序结果瑑瑨瑑瑩。
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科学地考察中部区域创新能力，有利

于确定比较每个地区的创新能力的强弱差距，有利于识别各个区域创新能力的走向和成

因，找到中部地区区域创新的集聚点，动态地发现区域创新能力趋同或多样化的趋势。同

时评价中部各个区域创新能力差距有助于研究中部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规律，有利于落

后地区借鉴创新能力较高地区的发展经验，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部分就组织

结构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实证考量，并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部分湖

北省在区域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对策建议。

§９．２　ＲＩＳ组织结构评价

评级指标的选取如表９ １所示。

表９ １　ＲＩＳ组织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评价

集聚性

关联性

开放性

大中型企业数量

大中型企业占企业总数比重

大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

大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综合性大学数量

综合性大学占大学数量

科研机构研究生数量

省会ＧＤＰ占全省ＧＤＰ比重

高校科研经费来自企业比重

专利申请量

技术市场交易额

ＦＤＩ总额

进出口总额

公路、铁路及水路里程

人员流动

货物流通

互联网用户

７１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课题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２００１）［Ｒ］．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２
黄鲁成．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内容的讨论［Ｊ］．科研管理，２０００，（５）：４３～４８
孙锐，石金涛．基于因子和聚类分析的区域创新能力再评价［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６，（６）：９８６～９９０
周立，吴玉鸣．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因素分析与聚类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６，（８）：９６～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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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评价指标基本上是使用２００６年的数据。对于不能定量的指标，如管理水平、市

场化指数，采用专家打分法将其定量化。

首先，采用功效系数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将某一指标最大值定为满意值，将最小值定

为不允许值。由于所选取指标全部为正向、定量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ｄｉｊ＝
Ｘｉｊ－Ｘｊｍｉｎ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６０＋４０

式中：ｄｉｊ为第ｉ个省第ｊ项指标评价分值；Ｘｉｊ为第ｉ省第ｊ项指标实际值；Ｘｊｍｉｎ为第ｊ项

指标最小值；Ｘｊｍａｘ为第ｊ项指标最大值。

第二，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将同一层次的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对比，根据

相对重要的判断引入合适的标度数值，从而形成判断矩阵表。指标ｉ对评价指标ｊ的相

对重要性度量值，取值范围为１～９。若ｉ、ｊ同等重要取值为１，稍微重要为３，明显重要为

５，强烈重要为７，极端重要为９。若相对重要性在ｌ、３、５、７、９之间则取值为２、４、６、８。

计算判断矩阵Ｅ的最大特征根和其相应特征向量ｗ＝（ｗ１，ｗ２，…，ｗｎ），特征向量Ｗ
为各评价指标权重向量（表９ ２）。

表９ ２　中部六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评价与比较结果

年份 综合得分 集聚性得分 关联度得分 开放度得分

湖北 ７１．５４ ７４．２４ ７５．６３ ５５．０１

湖南 ５８．２３ ５９．８７ ６２．１７ ５６．３０

安徽 ５２．９６ ６３．２１ ５１．４５ ５１．１４

河南 ５４．３５ ６０．１５ ５５．３６ ５３．１７

山西 ５２．１４ ７０．０１ ４４．２１ ５２．４４

江西 ５１．２２ ６６．３３ ４８．８８ ５１．０９

湖北省综合得分最高，其区域创新组织结构最合理，创新主体间关联最紧密。湖北省

有７个指标数据都超过了其他五省，特别是科研机构在校研究生数量、省会ＧＤＰ占全省

ＧＤＰ比重、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自企业的资金、技术市场交易额，这些指标数据远远高于其

他五省；另有６个指标数据位居中部第二。

湖南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开放性得分最高，说明创新系 统 与 外 界 联 系 最 密 切。

河南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集聚性得分最低，但其大中型企业数量和产值、邮 电 业 务

量、互联网拥有量４个指标数值超过其他五省，说明其企业发展状况与信息交互平台构建

最好。安徽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开放性得分最低，其综合性大学数量、综合性大学占

大学总数比重和省会ＧＤＰ占全省ＧＤＰ比重３个指标数值最低，说明其科研能力有待提

升；其进出口总额最大，说明其对外贸易发展较好。山西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关联性

得分最低，其大中型企业占企业总数比重、总产值比重、货物流通４个指标数值超过其他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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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但３种专利联合申请量、技术市场交易额、ＦＤＩ总额３个指标数值最低。江西省区

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综合得分最低，其大中型企业数量和总产值、科研机构在校研究生数

量、高校及科研机构来自企业的资金、进出口总额、人员流动、货物流通、邮电业务量８个

指标数值最低，其他指标数据也较低（图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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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１　中部六省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评价图

§９．３　ＲＩＳ运行机制评价

评级指标的选取如表９ ３所示。

表９ ３　ＲＩＳ运行机制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创新系统运行机制评价

创新动力机制

创新扩散机制

创新调控机制

科研经费内部支出

出口额

城镇投资和新增固投

消费品零售总额

研发全时人员当量

高校数量

图书馆数量

职业培训

技术交易额

互联网用户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政府科研投入

管理水平

市场化指数

创新基金

金融贷款

７３



�
�
�
�
�
�
�
�
�
	


�
�

�

　　利用上述方法，评价结果如表９ ４所示。

表９ ４　中部六省区域创新系统运行机制评价与比较结果

省份 综合得分 动力机制得分 扩散机制得分 调控机制得分

湖北 ７２．８４ ７２．１４ ７０．６３ ６８．０１

湖南 ５８．２３ ５６．１２ ７０．１７ ５６．６６

安徽 ５７．９６ ６０．２６ ５９．８８ ５８．４２

河南 ６３．８４ ６１．５２ ７３．２１ ５５．３６

山西 ５１．３１ ４５．２７ ５８．１４ ５２．３１

江西 ５０．５８ ４７．３９ ５６．８９ ５０．２７

湖北省区域创新系统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综合得分最高，说明其区域创新动力最强

劲，政府与金融调控能力最高，运行机制最具效率。湖北省研发全时人员当量、科研经费

内部支出、高校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管理水平、市场化程度、创新基

金８项指标数据最大，其他指标数值也较高。
河南省区域创新系统扩散机制得分最高，说明河南省区域创新主体间联系更为紧密，

创新成果更易流动转化为经济产出，但其与湖北、湖南两省差距并不明显。湖南、安徽区

域创新系统运行机制效率处于中部地区中游水平。安徽省出口额和金融贷款两项指标数

据最大，说明其创新动力较强、金融扶持力度最大。山西省区域创新系统动力机制得分最

低，其研发全时人员当量、城镇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额、消费品零售额、高校数量、技术市

场成交额、互联网拥有量６个指标数据最小。江西省区域创新系统综合得分及其扩散机

制和调控机制得分都是最低（图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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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　中部六省区域创新系统运行机制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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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９．４　结论与建议

就湖北而言，湖北省综合得分最高，其区域创新组织结构最合理，主体最集中，主体间

关联最紧密；湖北省区域创新系统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综合得分最高，说明其区域创新

动力最强劲，政府与金融调控能力最高，运行机制最具效率。但是，湖北省的扩散机制得

分不高，说明湖北省的创新运行机制中产、学、研衔接不够，使湖北的科技优势没有转化为

区域的整体优势，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落后。即要突出高等学校和科技地位在区域创新中

的独特作用，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按照经济、科技和社会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积极探

索政府、企业与高等学校合作和互动的机制，为创新成果的合理流动创造环境。
因此，湖北在区域创新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构建信息、技术和管理三大平台。依托现有高新区信息资源和信息网络，联接科

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科技型企业，建设科技信息平台，使各地区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实现电

子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满足网上信息交换、信息发布、信息服务和决策智能化的需要；打破

传统的研究开发模式，以产品、产业为纽带，对我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研院校

的科技资源进行整合，推进技术平台的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技术转移和科技资

源共享；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合理配置科技创新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二是建设人才、研发、金融和服务四大支撑体系。从激励、使用、引进、培养４个方面，

推进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氛围，创造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的社会环境；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引导和推动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不

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体系；引导鼓励金融部门

增加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扩大社会融资，完善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形成高新技术平台的金

融支撑体系；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建立以技术创新服务机构、信息咨询机构、科技经纪

机构、科技评估机构等为主体的科技服务体系。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高校、
政府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金融系统相互联动的创新网络及运行机制，形成国际与区域合

作并举、引进与输出并存的科技合作格局，在产权、技术、人才、资金的大循环中，使我省科

技创新和产业化能力不断发展和壮大。
三是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建设。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本质是创新能力的竞

争。我省要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道路，高度重视原始性

创新和知识产权在高技术产业化中的关键性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创新能力的建设，从根

本上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持续实力，并以此带动中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企业

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通过政策有效引导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同时，不断完善要素市

场发育，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资源配置的渠道和平台。
四是进一步加快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在高

新区形成科技资源的集聚和整合，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一方面通过政府的规划，发挥市

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集成国家高新区、特色产业基地、大学科技园和专业技术孵化器

等的优势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科技计划的引导，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形成有特色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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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技术主导产业。
五是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大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

体系，实现高校科研机构“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对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加强科技成果信息的沟通，促进资源共享机制的形成，减少科技产业化中交易成本。通过

重点发展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强孵化服务的公共技术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和发展多种

模式的高技术产业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化。
六是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发展相结合。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是相互

依存的关系。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很难脱离传统产业的经济与制 度 基 础；另 一 方

面，高技术产业发展又使传统产业效率大为提高。事实上，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对传统产业

进行改造并使之高科技化，都是高技术产业化涵盖的内容。高科技和传统产业的结合给

高科技带来巨大的需求和市场空间，在促进高科技产业化的同时又可带动传统产业的优

化升级，使传统产业高科技化，并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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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湖北与中部五省区域
经济合作能力比较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

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

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

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

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

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１０．１　相关文献述评

崔卫国等（２００４）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利用Ｐｅ
ｌｉｋａｎ（１９９６）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瑒瑠瑒瑡。能力结构是

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

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

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

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

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

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

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

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１０．２　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

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
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 较 大，相

７７

瑒瑠

瑒瑡

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Ｊ］．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３）：３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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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

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

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

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

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 映 总 能 力 结 构，用ＣＳＩ表 示，而 地 区 能 力 结 构 之 间 的 耦 合 性 可 用

（１）式表示：

ＣＡＢ ＝∑ ＣＳＩＡｉ
ＣＳＩＢｉ－１

／ ∏ＣＳＩＡｉ
ＣＳＩＢｉ－１

（１）

当ＣＡＢ越大时，说明ＡＢ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

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图１０ １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１０ １中，首先

可以认为扇形ＡＯＢ、ＡＯＣ和ＢＯＣ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Ａ 地区

收益和Ｂ 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ＯＡ和ＯＢ 的斜率分别是Ａ 和Ｂ 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

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ａｂ即ＯＡ 和ＯＢ 的长度也是取决于Ａ 和Ｂ 地区的能力结

构。

���

A�������

B�������

B��
�	


A��
�	


O

b

C

a

图１０ １　区域合作能力图

构造ＯＡ线和ＯＢ 线的斜率关 于Ａ、Ｂ两 地 区 能 力 结 构 指 数 的 函 数 式 为：ＫＯＡ＝１－
ＣＳＩＡ，ＫＯＢ＝１－ＣＳＩＢ。ＯＡ线 与 线 的 长 度 关 于Ａ、Ｂ 两 地 区 能 力 结 构 指 数 的 函 数 式 为：

ＯＡ＝ＯＢ＝ＣＳＩＡＣＳＩＢＣＡＢ。从而有

ＳＡＯＢ ＝ １２ＣＳＩＡＣＳＩＢＣＡＢ
［ａｒｃｔｇ（ １

１－ＣＳＩＢ
）－ａｒｃｔｇ（１－ＣＳＩＡ）］ （２）

ＳＡＯＣ ＝ １２ＣＳＩＡＣＳＩＢＣＡＢ
［π／４－ａｒｃｔｇ（１－ＣＳＩＡ）］ （３）

ＳＢＯＣ ＝ １２ＣＳＩＡＣＳＩＢＣＡＢ
［ａｒｃｔｇ（ １

１－ＣＳＩＢ
）－π／４］ （４）

显然，ａｒｃｔｇ（１－ＣＳＩＡ）关于ＣＳＩＡ 是单调递减函数，而ａｒｃｔｇ（ １
１－ＣＳＩＢ

）是关于ＣＳＩＢ

的单调递增函数。因此，（２）、（３）和（４）式都是一个关于ＣＳＩＡ 和ＣＳＩＢ 单调增加的函数，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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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即地区经济合作总利益随合作中各方能力结构提高而提高。这比较符合实践的经验：两

个地区能力结构决定着合作中获得的总利益大小，合作双方的能力结构越强，合作所能获

得的总利益就越大。当ＣＳＩＡ 大于ＣＳＩＢ 时可证明有ＳＡＯＣ大于ＳＢＯＣ，这也比较符合实践的

经验：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能力结构较强一方获得的效益较多。于是，合作能持续稳

定开展的可能性取决于合作所获得的利益和分配比例。若分配比例不变时，地区经济合

作所获得的利益越大，合作能持续稳定开展的可能性越大；若所获得的利益不变时，利益

分配比例越大，单方面合作的意愿就越大。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

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ＦＤＩ吸收量和产业结构７项；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人均

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和产业结 构３项；开 放 能 力 的 评 价 指 标 包 括 了 进 出 口 总 量、ＦＤＩ吸 收

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ＦＤＩ吸收量４项；技术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产业结构、

全员劳动生率和Ｒ＆Ｄ占ＧＤＰ比重３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

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

对各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所有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７中国统计年鉴》。评价结果

如表１０ １所示。

表１０ １　中部六省能力结构评价结果表

省份 能力结构得分

湖北 ０．４５５８

湖南 ０．４２４１

安徽 ０．３３１８

河南 ０．４４３９

山西 ０．４１３０

江西 ０．２６９３

由表１０ １得知，中部六省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湖北的能力结构得分最高，其次是

河南、湖南、山西和安徽，江西的能力结构得分较低。

§１０．３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合作存在３个层次：一是湖北、河南和湖南

为核心的较高效率和较广范围的合作；二是以安徽、山西为主的合作效率、合作领域有一

定局限的合作；三是与江西开展的较低层面的合作。

根据梯度转移经济发展规律，由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从高到低的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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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发展过程，中间地带的发展不可逾越。中部区域居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

交通条件，决定了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战略地位，能够承接东部发展和西部开发的

“中间区域”功能。
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

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
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中部地区能力结构的差

异特点使中部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

低地区的经济合作。
因此，中部区域内，湖北、河南和湖南应从各自的比较优势出发，加强区域内的分工和

协作，以“两型社会”体制机制建设为突破口，架构区域全局性的产业战略布局，完善区域

内的城市结构体系，培植优势的产业群、城市群，健全技术源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

力，打造产业链、价值链在区域内的延伸和拓展，构建全国性的大市场；充分发挥湖北、河

南和湖南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即：市场优势、科研优势、资源加工优势，积极与安徽、山西

开展资源合作战略，消除省域内资源禀赋流转壁垒，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从而提升资源的加工附加值；区域外，注意在珠三角发展过程中，湖 南 逐 步 融 入

“大珠三角城市群”的趋势，江西、安徽主动向“大长三角城市群”靠拢趋势，在当前外资和

东部企业的向西部转移过程中，积极凭借区位优势、巨大的市场、整体上优于西部的工业

基础以及巨大的劳动力优势，积极创造条件承接东南沿海乃至海外的产业转移。同时，中
部区域还承担着西部地区的产品输出等功能，使靠近长三角、泛珠三角的中部省区，接受

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
区域外，积极开展“东引西进”战略，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准备，积极参与西部自

然资源的产业开发中，但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中部具有天然的“承东启西”的地理区位优

势，但是中部的发展必须要从内部着手，不能将发展机会完全寄望于“东引西进”战略。客

观上分析，中部地区进行“东引”、“东拓”或“东进”的机会可能比较有限。中部地区所谓

“居中”的区位优势在开展区际经济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不会有以前那么大，区域之

间能否发生经济联系，开展合作，更多的是依据供需上的互补性和经济收益的大小来决定

的。就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来看，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产
业结构、体制与管理、总体竞争力等并不比西部地区强多少，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势差并不

十分显著，而且二者之间用于区际交换的产品的相似性大于互补性，所以，中部地区要“西
进”或“西出”也存在一些困难。也就是说，中部地区既要充分利用机会积极承接东部产业

的转移，但又不能把发展机会完全定位在与东部、西部的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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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湖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
比较优势发挥的途径

　　湖北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承东启西和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科技教

育等比较优势。在武汉被国家批准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大机遇的推动

下，湖北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探索符合湖北实际的发展思路，
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实现湖北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应是湖北

面临的现实选择。

§１１．１　湖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湖北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具

有独特的作用。发挥湖北的比较优势，实现湖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有利

于湖北快速发展的新思路。

１１．１．１　湖北经济发展思路评价

对湖北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就开始了，并提出和形成 了 诸 如“中 部 崛 起 战

略”、“金三角战略”等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国家战略重点不在中部，湖北的呼声没

有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的边缘化使中部及湖北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地位中的日益

下降，中部地区“塌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和主要特征。为了实现突围，中部各省纷纷作

出了自己的选择，如 湖 南 很 早 就 提 出 了“湖 南 向 南”的 概 念，并 逐 步 融 入“大 珠 三 角 经 济

圈”；江西、安徽则从地理位置上，主动向“大长三角经济圈”靠拢；山西则主动融入“环渤海

湾经济圈”，而河南则扛起了“中原”的大旗，等等，中部地区只剩下湖北，中部地区离心化

趋势相当突出。中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凹地”。
中部地区的“塌陷”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促进中部地

区的快速发展，进一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上国家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加快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中部崛起战略。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为湖北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围绕中部崛起，社会

各界开始广泛关注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和科研单位也积极投入到中部地

区及湖北发展的研究中，并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总结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它们基

本上可以分为３个层面：一是围绕“中部崛起”，从国家战略及中部地区的地位着手研究中

部地区如何发展；二是从中部地区与中部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开展研究；三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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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国家战略的要求角度来研究中部地区及各省的发展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位有武

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和

各省市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他们集中代表了湖北的研究主张和研究水平，并形成了许

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为中部地区和湖北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这些成果从不同

的角度研究了中部地区和湖北的发展问题，但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产业和资

源环境经济等方面，如郭有中（２００３）瑒瑢强调了武汉经济协作区在湖北发展中的作用；胡树

华（２００７）瑒瑣认为中部崛起的提出为湖北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湖北应把握一个定位：
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树立两个目标：创新湖北、和谐湖北；实施三大战略：工业强省战略、
人才兴省战略、环境亮省战略；推进四大工程：产业创新工程、城镇化工程、信息化工程和

国际化工程，从而全面提升湖北竞争力，实现在中部的率先崛起；而李耀武瑒瑤则主要从战

略定位的角度研究了湖北的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区划问题。
自从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以武汉城市圈

为中心着重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研究湖北经济发展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代表性成

果有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每年出版的《湖北经济发展报告》，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每年出版

的“武汉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

“湖北省资源发展报告”：《资源安全与湖北可持续发展研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与湖北资源环境问题研究》、《节能减排与湖北工业发展研究》等等。这些成果开始

关注资源环境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建议。
虽然这些成果对湖北和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然没有跳出

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即过分强调政府，特别是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而没有突出区域创新等市场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此，笔者从区域空间形

态创新的角度对中部地区的发展思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瑒瑥。总体来看，专家们对湖

北的发展问题都相当关注，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要形成一个有利于湖北又好

又快的发展思路，就需要与时俱进，并从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对湖北的发展思路进行适

时调整。

１１．１．２　湖北经济发展思路设计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国家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思路和要求。它反映了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要求湖北发展思

路作出适当调整。

１．确立湖北发展思路的原则

湖北发展思路的确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关系到湖北今后发展的重点与方向，因此，

８２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郭有中．凝眸中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四板块［Ｍ］．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胡树华，牟仁艳．面向中部崛起的湖北发展战略研究［Ｊ］．武汉理工大 学 学 报（信 息 与 管 理 工 程 版），２００７，（０８），

７５～７７
李耀武．未来２０年湖北发展战略若干思考———功能·区划·产业［Ｊ］．ｗｗｗ．ｅ２１．ｃｎ／ｚｈｕａｎｔｉ／ｓｊｌｔ／０４０．ｈｔｍｌ
汤尚颖等．中国中部地区区域创新模式研究［Ｍ］．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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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从湖北发展的实际来看，湖北发展思路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

１）开放性原则

开放性是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保证区域分工和合作的前提条件，也符合全球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湖北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区域，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是内部的开放。湖北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其内部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也有

着明显的地域发展差异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湖北同样有着山地、平原、丘陵和湖泊等地理

分布的差异带来的发展差异，同时，由于近５０年来产业分布的差异，使湖北内部也存在着

明显的发展梯度，因此，湖北发展思路的选择和实施就必须有利于打破地区之间的封闭，
实现内部的完全开放，形成统一的市场。

其次是对外开放。它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周边地区的开放。湖北的发展不能

脱离周边发展环境。湖北既要有稳定的内核，又要具备内核与周边地区和谐相容的外围。
从湖北与周边地区的实际来看，向心与离心的问题比较严重，如安徽、江西和湖南具有向

长三角和珠三角靠拢的区位优势和条件，其离心的趋势比较明显，这既是湖北发展不利的

一面，同时也是湖北实现与区域之间分工与合作的有利条件，因此，在湖北发展问题上既

要充分发挥这些地区与我国经济重心区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培植区

域之间的聚集和向心能力，强化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湖北发展思路的选择与实施应在通过区域之间分工与合作水平，重点解决好湖北与周边

地区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发挥与周边发达地区联系的优势，体现区域外的开放性；二是对

国外的开放。即通过与产业的对接，积极参与全球的分工与合作，提高地区国际化程度，
使自身融入国际大分工的价值链中。

最后是区域之间的开放。区域间的开放是实现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也是形成区

域优势的重要条件。通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湖北在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已经成

为中国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格局，具备实现区域间

开放的条件和基础，但必须选择好实现区域内开放的途径。当前重点要处理好城市群与

城市群、开发区与开发区、产业链与产业链、城市群与开发区、城市群与产业链、开发区与

产业链之间的开放问题。

２）互补性原则

区域产业同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痼疾。产业同构不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

势，因此，发展思路的确立必须有利于加强区域之间的产业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及产业结

构的调整。
首先是地区之间的互补。即有利于发挥区域内与区域外优势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内

部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其次是产业之间的互补。产业同构既不利于地区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产业规

模效应的发挥，因此，湖北发展思路的选择必须高度关注中部地区及本身的产业基础及其

比较优势。
再次是发展模式之间的互补。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要使地区优势在宏观、中观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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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等层次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湖北发展思路的选择不能脱离现有地区发展的现状和

其在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３）动态性原则

主要是要提高地区发展思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减少外界对其干扰的可能性和不

确定性，与时俱进，给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区域发展方向的把握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同时，在地区发展思路的选择上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

２．湖北发展思路

根据湖北的发展实际和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笔者将湖北经济发展思路确定为：以可

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

为动力，在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以武汉“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为契机，以“两型社会”体制机制建设为突破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立节约型的生

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城市建设模式，推动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发

展循环经济为着力点，注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从环节控制向全过程控制转变，重视

从资源依赖和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和集群创新型转变，从单纯依赖开发自然资源向节

约资源、开发替代资源和优化资源组合转变，从偏重生产管理向生产与消费管理 并 重 转

变，把节能和减排整合到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各项活动中；以区域空间形态创新为落脚

点，通过实施城市群联动战略、科技创新战略、产业集聚区体系战略和产业链战略，强化交

通网络建设，形成以城市为主导，以产业链为纽带，以培植区域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

主要内容，以武汉为中心，长江、汉江、京广线产业带为支撑的区域空间形态创新体系。在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１个中心（以武汉为中心）、２个支撑点

（宜昌、襄樊）、２个着力点（科技、产业链）、４大网络（城市群网络、产业集聚区网络、科技创

新体系网络和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５个互动（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等重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分工与合作

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经过１０年左右的努力，把湖北打造成为我国的两

大中心（市场中心和现代化立体交通中心）和“三大基地”（创新农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１１．２　湖北比较优势发挥的途径

湖北具有明显的区位、产业、资源和科教优势，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发挥比较优势，
落实发展思路就必须从战略的选择和实现的途径入手。

１１．２．１　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

按照以上发展思路，湖北的发展战略为：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础，按照区域空间形

态创新的内在要求，大力发挥城市、产业集聚区和产业链在湖北区域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形成以武汉为核心，以城市群联动战略为主导，以产业链战略为纽带，以为科技创新战略、
产业集聚区体系战略为着力点的区域创新战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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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城市群联动战略

随着全球科技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突飞猛进，城市在全球经济活动和各种地方事

务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尤其是特大城市、大城市、
城市带、都市圈等规模巨大的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从政治角色到经济实体，从国

际竞争到国内经济带动，城市无疑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湖北已初步形成以武汉为核心

“８＋１”武汉城市圈，并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时期。武汉城市圈的发展适应了区域发

展的要求，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较发达的城市群比较则存在较大差距，大力发展武

汉城市圈对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实施城市群联动战略就是要根据湖北发展的实际，通过资源的整合，大力发展城市，

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和城市体系，最后形成一个以武汉城市群为核心，以宜昌、襄樊等为

支撑的城市群网络体系，达到城城互动、城乡共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格局。
当前的战略重点：
一是要积极打造以武汉为中心的核心区域，在大力发展武汉城市圈的基础上，形成以

武汉城市圈为中心，以长珠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沿江城市带和昌九工业经济走廊为支

撑的中部地区。在中部六省中，由于武汉具有较强的区位、产业和科技创新优势，同时在

城市群的发展上也比较成熟，武汉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为此，当前的战

略重点就是要围绕以武汉为中心进行产业、交通等方面设计，真正形成新的地区 产 业 结

构，为武汉尽快形成中心和增强其城市功能创造条件。
二是要尽快完善区域内的城市结构体系，大力发展大城市，为发挥城市群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造条件。湖北地区虽然大、中、小城市都有较广分布，并有较快的增

长，但从城市结构来看，仍然存在着特大和大城市严重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

市的分工和功能的传递及城市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的发挥。今后应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城

市，并适度发展小城市，同时要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
三是要以通道建设为重点，积极推动重点地区和重点城市的快速发展。当前，湖北的

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盲点，如鄂西北和鄂西南等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足，使地区

之间的传递不畅，对区域之间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节点建设也严重不足，如大城

市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通道。今后，要以现有的大中城市为基础，重点建设和发展襄樊、
宜昌等城市，使其成为城市之间功能传递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要突出发展江汉平原和汉

江沿线地区等重点地区，使其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脊梁和区域之间联系的重要通道。
四是要加强重点区域的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建设。要积极推动以宜昌、襄樊为中心的

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使其沿线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构建以宜昌、襄樊为中心的

城市群和以武汉为中心，以宜昌、襄樊为节点的城市带和产业带。

２．科技创新战略

科技创新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基础。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主要是要建立科技创新体系，
重点加强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工作。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强
化科技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创造条件。

湖北科技资源相当丰富，创新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产、学、研衔接不够，使湖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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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优势没有转化为区域的整体优势，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落后。建立科技创新体系主要

包括：
一是要建立并健全技术源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知识是技术的源头，为保

证知识体系不断推陈出新，要充分发挥湖北科技力量雄厚的优势，突出高等学校和科技地

位在区域创新中的独特作用，围绕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知识、技术基础要求，在集成本区范围内重点高校、科研机构优势的基础上，大力支持

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试验与中试基地和创业服务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同时要以市场为导

向，按照经济、科技和社会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政府、企业与高等学校合作

和互动的机制，为成果的顺利转化奠定基础。
二是要建立并完善促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主要是要加大对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的投入，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水平。为此，要加强围绕

成果转化及与经济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推进转化成果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商品化

运作。政府要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联合协作，增强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实力，真正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

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建立技术创新基金、高新技术产业专项基金、民营科技发展资金和

风险投资资金。
三是要建立健全以对外开放和合作交流为依托的引进创新体系。要加大引入国外先

进技术、人才与智力、设备与资金的力度；抓住技术进步与新产品开发的捷径，同时坚持自

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的结合，把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有效手

段；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强调再开发，将引进的二流技术在适宜发展的环境中孕育孵化，
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引进内容上，要加强软件与硬件相结合，注重人才、智力的引进；
在引进方式上，要加大跨国公司来本区设立研发机构和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力度，同
时鼓励本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内设立分支机构，促进智力流动、互补，形成规范的科

技创新流动制度。
湖北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当前的战略重点或主要任务是：
一是要积极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湖北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形

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
二是要充分发挥武汉、宜昌、襄樊等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以

武汉为中心，以宜昌、襄樊等城市为支撑的创新源。

３．产业集聚区体系战略

产业集聚区是区域创新的结果，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但都以开发区

的形式出现。产业集聚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在地区经济发

展中表现出了较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带动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功能，并成为地区经济

快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得到蓬勃发展。因此，产业集聚区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目前湖北已经有３个国家级开发区

（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三类）和遍布全省各地的省市

级开发区、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由于受行政区划的

影响，我国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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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和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但仍然存在着重复建

设和设立混乱的问题。打破地区分割、实现产业集聚区的地区分工与协作，形成产业集聚

区体系，不仅有利于产业集聚区的健康发展，使其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

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可发挥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湖北是我

国产业集聚区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各类产业集聚区分布齐全，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功

能分工，因此，在湖北的发展过程中应大力实施以产业集聚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业集聚

区体系建设战略，在产业集聚区的分工与协作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当前的战略重点：
一是对湖北的开发区、产业园区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合理规划，解决其散、乱等问题，指

导其健康发展。
二是要对各个产业集聚区从中部和全国的角度进行功能分工，充分发挥其在更大区

域、更大范围的产业引导、产业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作用。通过分工与合作，形成

具有湖北发展特色的产业集聚区分工与合作体系。

４．产业链战略

湖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体系，但从总体来看，地区

之间的产业结构形态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相似性。这种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对地区间优

势的发挥产生了严重的障碍。产业链作为产业重构和产业带动的重要形式对打破传统的

地域产业分工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实施产业链战略就是要通过延长产业链或重构产业

链，使相似产业、相关企业在同一地域（地带）进行集聚（分布），形成产业集聚区（产业带），
以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本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目前已形成了以冶金、机械、电子、纺织、建材、电力、石化、汽
车等工业为支柱的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有以武汉、黄石、荆州、宜昌为主体的石化

工业走廊，武汉—鄂州—黄石冶金、建材走廊，云应—天潜—荆州盐化工走廊，荆襄—宜昌

磷化工、建材走廊，以武汉、襄樊、十堰为主体的汽车工业走廊，武汉、黄石、仙桃、宜昌为主

体的纺织工业走廊，黑色冶金、有色冶金、汽车、建材、化工等产业是湖北的优势产业。武

汉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正在迅速崛起；十堰东风、武汉神龙的汽车走廊，
沿江石化工业带已见端倪。

产业带和优势产业的形成为湖北实施产业链战略提供了产业支撑，并为湖北产业的

整合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前的战略重点：
（１）推动创新主体尽快形成。在湖北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下，形成跨地区、跨产业的产

业链创新组织，多层次、多形式地组织和扶持创新主体（科技创新主体、产业创新主体），以
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为基础、企业创新能力的培植为核心、市场和社会环境优化为支撑，通

过政府、企业、社会、市场多维协同作用，构建产业链，有目标、有重点、有步骤地实现从区

域经济协同向核心能力协同、地域集群转向核心能力集群，从而形成一大批具有强大竞争

力的产业创新主体。
（２）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围绕湖北战略产业中龙头企业的技术需求，结合其产

业存量基础，由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规划扶持龙头企业，向以区域核心能力、区域核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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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需求特征、高技术水平为标准进行聚类重点扶持、突破发展转变，选择并重点支持有

特色优势的产业主体群，跨越行政区划、空间界限，定位于国际竞争和区域核心竞争力的

培育，建立起跨地区、具有世界级和国内先进水平的龙头企业群，形成一些有特色的区域

品牌，并注重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协同，从而带动地方经济、乃至地方中小企业集群的

发展。
（３）通过产业的集聚，实现产业的集群创新。湖北中小企业数量多，但各自为战，集群

水平低，总体竞争力比较弱。因此，湖北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宜采用借势扩张的集群创新模

式：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产业基地，推进集群化发展；二是利用龙头企业群的核

心能力和品牌延伸，适时进行产业链创新延伸，构筑产业集群区域。
（４）积极开展重点倾斜的项目支撑。湖北是我国传统的产业基地。在支持沿海地区

优先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一大批重大项目都投向了东部地区，使湖北产业竞争力缺乏强有

力的大项目支撑。配合中部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应该把具有资源、创新、产业等基础优

势的重大项目（如化工、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大项目）和重化工业向湖北倾斜，以拉

动湖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提升。

１１．２．２　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的途径

根据湖北的发展实际，积极落实湖北快速发展的思路，其具体途径为：
一是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引入到我国的一种先进

的理论。它是一种强调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

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与传统经济相

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

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

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它所遵循的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因此，发展循

环经济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取得新的突破，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取得

突破。一方面要通过产业链的重新构建，拉长产业链，通过技术的更新、改造和高新技术

化工作的广泛开展，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构筑从开采、冶炼、深加工等各个环节相衔接的

产业链，使相关产业、企业向主导企业、同一区域集中，形成产业集团和产业集聚区；通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工艺流程设计和重构上下功夫，向技术要效益、向环境治理要效益、
向废弃物治理和综合利用要效益；另一方面是要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

发展，着力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湖北是一个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地 区，改 革 开 放 以

来，虽然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主要是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投入为主要内容的经

济发展方式来实现的，而这种发展方式明显地不适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其突出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

越来越显著，因此，湖北要以武汉被批准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鄂西生

态经济圈建设为契机，在大力发展“两区一带”的过程中，使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区域发展格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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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调整中得以贯彻和落实，为解决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

的根本转变创造条件。
二是要以龙头产业为支撑，进一步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形成产业优势群和优势区。湖

北是一个传统产业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经过近５０年的发展，湖北已形成了汽车工业、
制造业、钢铁工业、电气机械及电子通讯设备产业、石油与化学工业、食品及服装业、高新

技术制造业等支柱产业。这些产业的优化与升级直接关系到湖北产业的发展。今后应以

这些产业为支撑，加强区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整合与协调。湖北未来的发展要

突出的重点是加快现代制造业密集区的建设，鼓励工业基础好的地方先实现工业化，加快

湖北工业化进程。钢铁、化工已是湖北的支柱产业，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未

来１０年要依靠科技、资本来壮大钢铁、化工两大支柱产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依靠信

息化的手段，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培育在全球市场有一定竞争力

的知名企业３家以上，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制造业的深

化需要制度上的创新，必须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确立产业优势地位，但一部分传统产业

的比较优势还没有发挥，如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金属制品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目前这些

产业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竞争优势不明显，需要走“请进来”的发展战略，尽快形

成产业优势。在做大做强资源优势产业和的基础上，引导其向区域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密集区。

三是要积极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形成区域一体化的产业分布格局。要充分发挥湖北

科技、产业等比较优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型工业化的原则下，以大企业、企业集

团为依托，以区域产业一体化和集团化为目标，积极开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
向产业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通过区域产业规划的制定，从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

结构的调整着手，使相关企业向区域集中，形成产业集聚区，向区域要规模效益；充分发挥

现有建材、汽车工业等产业走廊和汽车、冶金、建材产业等基地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区

域产业一体化生产力布局中的基础作用，逐步形成特色明显、优势突出、产业结构高度化

的产业分布格局。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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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的政策建议

为了充分发挥湖北的比较优势，落实发展思路，实现湖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２．１　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形成

有利于“两型社会”的体制机制

　　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制度建设方面，而目前存在的问

题也主要表现为制度建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制度建设将是我国今后相当

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要发挥湖北

的比较优势，实现湖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推动。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党和国家在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

上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土地、淡水、
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
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促
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湖北虽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且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国家“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着力处理好资源开发

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两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和谐，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湖北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因此，大力推进制度

创新，建立和完善“两型社会”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制

度和社会环境迫在眉睫。
根据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和完善“两型社会”体制机制的基本内容和

主要政策建议瑒瑦包括如下几点。

１２．１．１　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为目标，积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公共财政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内在要求相适应。深化以公共财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财税体制

９０

瑒瑦汤尚颖．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体制机制建设初探［Ｊ］．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５）：１１８～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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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建立以公共财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制，首先要着眼于完善绿

色节能型税种和污染控制型税种，建立生态税收体系，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形成有利于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财税结构。重点是将现行资源性税种（如土地使用税）
以及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等并入资源税，并逐步将水、森林、草原乃至矿

产、动物、海洋资源等纳入课税对象，最终形成对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性资源课以重

税。从节约石油、控制大气污染出发，必要时开征能源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

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噪音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把资源消耗量

大和对环境有破坏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其次要建立“绿色关税”
体系。对国内原材料、初级产品及半成品等资源性出口征收出口附加税；对污染环境、影

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限制、禁止其进口，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对
国内不能生产而直接用于清洁生产的进口设备、仪器和技术资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在经常性预算中，设立“资源节约”支出科目，主要用于资源节约的政策研究、技术

推广、宣传教育、政府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政府节能改造等所需费用。对资源节约重大

项目和重大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投资和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逐步扩大

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产品的政府采购范围。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支持重点

环境整治与保护项目。选择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如重要城市供水水源河流的上下游）进
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由下游经济发达地区从受益收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上游欠发达地

区，作为其保护源头水质的补偿），形成反哺的生态补偿机制。

１２．１．２　以明确产权关系为突破口，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市场与立法

自然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特别是其所有权的排他性使其所有权的确立对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自然资源长期国有，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明

显滞后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加剧

了我国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排他性，加快和完善自然资源

产权制度进程刻不容缓。其基本方向是：明晰和强化资源的所有者及其各级代理人之间

的权利与义务，避免所有权主体虚设；尽快建立和完善资源使用权的初级市场，严格按市

场化运作，恢复资源使用权的经济激励作用；有序开放和完善资源产权的二级市场，解除

资源产权流转的限制。比如，逐步建立土地、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和市场。当前，我国资

源产权市场化改革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市场化建设滞后、公平、公

正和公开的原则体现不够等问题，因此，今后应在加强资源产权制度、产权市场建设和形

成有利于资源合理利用的立法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逐步形成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

资源产权市场和法律体系。

１２．１．３　以资源补偿和环境补偿为着力点，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全面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继续扩大资源费征收范围，在考虑资源补偿和环境补偿的基

础上，科学确立资源费和环境补偿费征收标准。在强化成本约束、综合考虑上游水价和水

资源费及补偿等因素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力度。
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在现行成本补偿型电价定价机制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反映电力供求和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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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节约用电的电价形成机制；在厂网分开的前提下，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

上网电价机制，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并逐步优化销售电价结构；加大实施峰谷分时、
丰枯分季电价力度，扩大执行范围；对高耗能行业中国家淘汰类和限制类项目，继续实行

差别电价。理顺天然气与其他产品的比价关系，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

构，形成天然气计划内外执行同一价格，引导用户合理使用、节约使用天然气；改进成品油

价格定价方法，使国内油价更加贴近国际市场实际情况，促进企业合理用油、节约和替代

石油。逐步建立科学的煤炭成本核算体系，使煤炭成本能够反映其资源成本、生产成本、
环境成本以及退出、发展成本；实施煤电价格联动，研究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健全土

地收益分配机制，扩大以市场化方式形成土地价格的范围，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使土地价格能够及时充分反映土地市场供求和土地价值。

１２．１．４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契机，着力调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强调依据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关系构建生产生活

方式。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３Ｒ）为原则，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

用和综合利用，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瑒瑧。目前，国内外

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它是推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第一，加强湖北省内企业内部“小循环”。坚持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入手，加大企业

清洁生产的力度，引导企业以开展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体系认证、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体系认证为契

机，要求企业建立健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加强资源消耗定额管理，改进生

产工艺和流程，努力提高能源、原材料利用率，在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基础上，鼓励对

“三废”再利用，实现企业内部生产流程的“小循环”。
第二，发展省内产业层面“中循环”。生态产业园是循环经济在产业层面的具体实践，

因此，要围绕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积极支持建立生态工业园、生态农业园的建设

和发展。通过企业间废物的循环利用和资源的再利用来节约资源、变废为宝。
第三，构建省内社会层面“大循环”。加强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大力推广宣传循

环经济，加强循环经济知识培训，构建和谐的人居环境体系，加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再生

利用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建立垃圾分类收集和分选系统，不断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体系，鼓励企业开展有利于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
第四，加快循环经济制度建设进程。积极建立和完善地方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使循环

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对循环经

济、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上给予优惠和鼓励；建立环境标志、政府绿色

采购制度，积极推动政府绿色采购，扩大绿色产品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环保产业的快速

发展。
第五，健全公众参与机制。通过不断宣传教育，强化人们的节约意识、节约观念，倡导

节约文明、节约文化。同时，采取适度惩戒措施，遏制“过度消费”的浪费现象。还要加强

９２

瑒瑧张成岗．“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１８（４）：６１～６６



�
�
�
�
�
�
�
�
�
	


�
�

�
�
�

12

绿色标志管理，促进企业加快绿色产品的研发，并引导商品生产与流通企业在科学定价、
合理营销和适度包装方面通力合作；引导和鼓励公众使用资源节约型产品，抵制过度包装

等资源浪费的行为；鼓励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置。通过上述努力，最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法律和政策上，鼓励公众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的致力于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社团；鼓励和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就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参与决

策、进行监督。

§１２．２　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为突破口，

大力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的一体化也呈现出了加速的态

势，区域的分工与合作已成为区域开始发展的一大亮点，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进一

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分工与合作的具体形式。区域产业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的产业

布局，另一方面主要表现为整体水平。从发展的实际来看，经过５０多年的发展，湖北的区

域产业布局已经在全省得到了顺利的展开，形成了符合湖北发展实际的产业分布格局，并
出现了以武汉为中心的“８＋１”武汉城市圈和宜昌、襄樊等区域性大城市，同时产业集聚的

趋势也相当明显，为湖北产业布局的进一步展开和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条件，但问

题也很突出：一是区域产业分布的散、乱、小的问题；二是区域产业结构低下的问题。传统

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技术落后和综合利用水平低是湖北产业的主要特点，不利于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因此，应围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发挥

比较优势，积极调整区域产业结构。

１２．２．１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变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不利局面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在改造传统产业、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竞争力等方

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湖

北是我国科技和教育比较集中的地区，科技和教育资源丰富，具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条件和优势，同时，经过改革开发３０多年的发展，湖北已形成了以光电子、信息和现代

制造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企业表现出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其功能和作用也逐渐得以显现和发挥。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是要通过政策的引导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重点发展以

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先进制造产业和高新技术

服务业等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要着力发挥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创

新作用，在做好科技成果中试、产业化等转化环节的基础上，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为更

多的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和壮大提供服务；三是要利用产业园区的形式使相关产业向同一

地区集中，在积极发挥襄樊、宜昌等城市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以武汉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核心，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家山台商投资区、青山循环经济

产业示范区和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支撑，形成产业集群，使武汉逐步成为我国综合性国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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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确立其产业优势，以带动全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１２．２．２　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附加值高，并对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具有独特的作用。湖北作为

一个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地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前，湖北的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形成了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导，
其他工业园区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分布格局，对提升湖北的产业结构，加快传统产业高

新技术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钢铁、建材、化工等产业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在湖

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快其高新技术化进程可选择以下途径：一是利用

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实现高新技术的股份化，加快传统企业高新技术化的进程。当前，武

汉的传统产业通过改制、改造等方式已基本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过程，但是企业的

制度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进

程的日益加快，湖北的资源型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压力日益显现，这就要求其加快技术更

新和改造的步伐，以高新技术入股的形式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应该是最快捷的方式；二
是提高企业科研经费投入的比重。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

新的比例越来越高，已成为企业新的利润来源。

１２．２．３　通过政策的引导使企业向区域和沿江地区集中，形成产业优势区

当前，湖北的产业集聚形势较好，已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和延伸的产业分

布格局，并相应地形成了汽车、建材和农副产品等工业经济带，但在覆盖方面仍然不足，区
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影响了湖北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水平的提高。今后要以武

汉为中心，以长江和汉江为轴线，以核心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依托，以城市为节点，以产业园

区为纽带，逐步形成产业特色明显、产业集中度高和关联度高的区域产业分布格局和产业

优势区。
一是要积极整合各类园区、开发区，突出产业特色，形成产业优势。由于产业园区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包括国家级、省市级等各类产业园区在湖北有着广

泛的分布，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产业园区分布零散，功能不齐全，特别是地区之间的

产业园区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仍然没有形成，使产业园区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方面的作用体现不够明显。今后应加强产业园区之间的功能分工，突出特色，形成优势，
使其成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引擎。

二是要积极发展产业集团，形成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分工与合作格局。由于产业集

团具有技术、资金、管理和市场等优势，是区域竞争的重要形式，因此，以产业集团形式来

发展已成为产业集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湖北的产业集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武钢

等集团为代表的产业集团已对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产业链的形式，
积极整合地区产业，重新构建产业集团，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而且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基础上形成地区分工与合

作的新格局。
三是要以城乡规划为基础，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主线，以区域规划和产业规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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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着力点，积极引导企业向规划区集中，提高产业的关联度和集中度。企业的集聚作为

产业布局的新形式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企业特别是相关企业向

同一地区集中必须要从规划入手。当前，各地比较注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规

划和产业规划，忽视了城乡规划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地区之间的规划

相互割裂，缺乏衔接和互动，使地区之间的产业得不到协调发展。今后要在突出城乡规划

的基础上，强化地区之间规划的协调与互动，为企业向规划区集中创造条件，提高产业的

关联度和集中度。

１２．２．４　积极参与中部地区和国家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

中部地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承担着

承东启西和南北交融的支点作用。当前，“中部崛起”战略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一些有利于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政策措施也在逐步启动和实施，其政策效果也逐步显现。
湖北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积极参与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区域分工与协作机

制的建设之中。中部地区具有资源、产业、区位和市场等发展优势，积极参与中部地区，不
仅使湖北的水等优势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同时也可充分发挥中部河南、山西的能源

资源优势，达到优势互补和优势更优的目标。积极参与中部地区的开发，就 应 从 规 划 入

手，并在平台建设、产业、资源、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逐步形成区域经

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当前，中部六省的合作已陆续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

要实现中部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则仍需时日。着眼长远，着眼未来，消除障碍，积极营造发

展的氛围，共谋发展大计，才能奏响中部地区和谐发展、快速发展这篇美丽的乐章。

１２．２．５　大力发展水产业

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中国普遍存在缺水的情况下，丰富的水资源将使湖

北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突破口，充

分发挥湖北的水资源优势将是振兴湖北经济的关键。发挥湖北水资源综合优势，形成以

水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将省内现有部分耗水型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搬迁至离水源近、水源富足、

取水方便的地区，使沿江地区成为耗水型产业布局的密集区和产业带。
二是对省外或国外欲向我国内地转移的工业，特别是耗水型工业，湖北省要采取积极

态度，在进行必要项目论证、环境影响评价、水评价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改造，对符合条件

的予以吸纳。
三是力争一批新的国家级项目，特别是耗水型重工项目落户湖北，同时争取国家政策

扶持，促进湖北省工业现代化建设。
四是积极进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特别是湖北省北部缺水干旱地区，西部山区应建立

以水果、茶叶、烟草、中药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种植结构，改变用水结构，为二、三产业的

发展腾出更大的用水空间。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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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积极开展流域改革，形成以流域为支撑

的中观管理体制

　　和谐发展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和谐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把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放在突出的位置。流域作为人与自然的共同载体在和谐社会的发展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流域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概念，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产业布局的重要场

所，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流域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同

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以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珠江、松花江和辽河七大流域为

例，首先，我国的七大流域流域面积达到４３５．４１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４５．３％；其

次，我国的七大流域基本涵盖了东、中部地区，其经济总量始终占全国的７０％以上，是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地区。而实际上，在七大流域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流域，并对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湖北属于长江流域中游，其经济发展表现出了明

显的流域发展的特征。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主要体现了流域，而流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流域管理的体制

不顺。
在存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为了协调地方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本书认为有必

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瑒瑨。

１２．３．１　赋予流域管理机构完整的管理职能，形成以流域为主体的中观综合管理体制

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在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已

从工程管理向资源管理转变，但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赋予其更多的管理职

能，完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发挥其在流域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的宏观调控职能应

是其今后改革的方向。具体来讲，就是要在合并流域水利委员会和流域环保局，将其工程

设计技术部门剥离出来，成立独立的设计公司，直接面向社会，保留其水资源管理和水环

境保护职能，在组建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赋予其环境保护立法、执 法、监 督 和 管 理

权、流域资源环境、产业发展与规划权等职能，由其统一协调和决策流域范围内各项管理

事务。成立管理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其组成应包含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委、流域内各地

方政府职能部门、相关企业以及专家等，对涉及流域管理的一切重大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

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表决的办法来决定，统筹协调流域管理、区域管理和行业管理的矛

盾和冲突。在流域管理委员会下设流域管理局或类似机构作为管理执行机构，并重点开

展以下工作：强化综合管理，变单纯的开发利用管理为开发与保护并重管理，将流域资源、
生态与环境保护纳入流域综合管理的优先目标；加强流域立法，制定完备的流域法律法规

９６

瑒瑨汤尚颖．基于流域综合管理视角的中部地区和谐发展研究［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７）：４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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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使流域管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增强流域管理的权威性；强化流域综合规划工作，明
确流域管理事务的目标和重点任务，以综合规划指导各项事务管理；探寻合作解决流域发

展与保护的具体途径，切实完善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机制。

１２．３．２　建立一套以流域为单元的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运行机制

我国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河流的两岸，产业的发展对河流有着重要的依赖。当前，我国

的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工业化的阶段并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非常艰巨。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建立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资源环境压力将更加

严峻，建立有效的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和更加迫切。
根据我国实际，我们认为有效的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运行机制，应充分发挥

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在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将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利益机制驱动下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真正使保

护环境和治理污染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的行动。为此，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和治

理的运行机制应包括：以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为重点，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化、市场

化的污染治理机制；突出矿业权市场建设，形成以“谁开发，谁付费，谁污染，谁治理”的开

发利用机制和有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形成以资源环境合理开

发利用和保护的资源环境法、民法和商法为保障，以流域法规为支撑的资源环境法律框架

体系。当前，我国在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运行机制建设方面已取得了积极

的进展，但体系性、时效性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机制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１２．３．３　充分利用流域限批等新的资源环境管理工具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中的独特作

用，提高政府的资源环境管理水平

近两年来，我国对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产业发展采取了流域限批的政策，有效地

遏制流域环境恶化的局面，效果明显，说明流域限批等环境管理工具在资源环境管理方面

具有积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在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在提高资源环境管理水平

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相应推出了矿业权招、牌、挂交易制度，绿色认证制度、重大

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并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绿色ＧＤＰ等试点工作，资源环境管理

质量和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资源环境

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积极探索和应用新的资源环境管理工

具，着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借鉴发达

国家资源环境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资源环境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税收、财政和

产业政策等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中的宏观调控作用，资源环境管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

效，但管理手段单一，效率低下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流域限批、环境容量管理、排污权交

易管理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等市场的管理办法作为新的资源环境管理工具在资源环境

管理中的独特作用已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效果显著。引入和完

善这些新的资源环境管理工具，探索其适用范围、途径和具体实施办法，着力解决影响资

源环境质量的深层次问题，在资源环境管理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将对提高我国资源环境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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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质量和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探索有效的管理手段，提高政府的资源环境管理

水平就是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资源环境的容量结合起来，
把规划、行政和重大行动与资源环境管理结合起来，把环境保护和治理与各级政府官员的

业绩考核结合起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环境。

§１２．４　积极发展区域空间形态因素，

大力推进区域融合与区域空间形态创新

　　区域空间形态创新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方面已显现了独特的作用。所谓区域空间形态是指区域内部各经济单位和功

能组织在时空中以多种形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在空间上显现出的投影。它是区域整

体系统不断演进的结果，它意味着过程与功能。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城市群（圈、带）、产

业集聚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等）和产业链（产业带、产业集团等等），对区域经济发展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湖北已经形成了以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和产业

链为主导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和产业链等区域空间创新因素已经在

湖北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区域融合和区域创新已经成为湖北区域经济发展的主

要趋势。积极推进区域融合和区域创新，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开展以

下工作瑒瑩。

１２．４．１　建成区域一体化的交通网络

湖北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北抵北京，南近香港，东邻上海，西靠重庆，处于中国的核心

地带，是中国的地理中 心，具 有 独 特 的 区 位 优 势。目 前，湖 北 整 体 上 形 成 了 以（北）京 广

（州）铁路、（北）京九（龙）铁路、汉渝铁路、（北）京珠（海）高速公路、大（庆）广（州）高速公

路、沪蓉高速公路、福（州）银（川）高速公路、长江等路航干线为骨架的交通网，是全国交通

运输体系的枢纽。这些交通干线运输能力巨大，为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并在沟通南北、联系东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湖北在交通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通达性、网络化、立体化不够等诸多不可忽视

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北优势的发挥和经济的振兴。
基础设施作为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区域上的集聚与强化，可为重点区域和轴线的

发展创造优越的条件。交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中部崛起中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大力发展湖北交通，提高通行能力，确立交通枢纽地位应是湖北发展的首要任务。根据湖

北发展的实际和在全国的重要影响，发展湖北交通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强化以武汉为中心，干、支发达的交通网络。要积极打造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沙、

南昌、合肥、郑州、太原等大城市为节点，以宜昌、襄樊为支撑，干线交通发达，支线交通通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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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干、支结合，放射型和环型相结合的大开放、大流量、大循环、现代化、立体型的交通网

络。
（２）在通达性、网络化、立体化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并在形成便利、快捷、高效、一体化

的交通网络方面取得新成效。湖北的交通网络已初具形态，但在通达性、网络化等方面仍

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突出表现在现在的交通主要是围绕省内的布局交通，省内的交通网络

化工作进展比较快，但在区域内外，特别是省际之间的交通存在互通和网络化工作严重滞

后的问题，对中部地区的共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强化省际和区域间的通道建

设，提高道路等级和通行能力应成为交通工作的重点。
随着国家交通建设规划的逐步展开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落实，湖北的交通建设将

进入重要的建设时期。建议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①提高原有骨干交通的等级

通行能力，形成快速、大运量的交通干线；②开展区域之间交通的建设与发展的力度，畅通

区际之间的通道；③加强省际交通的建设。
为此，铁路建设方面：
一是要积极建设好骨干铁路，在快速、安全和网络化等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配合国

家重点建设好沿江铁路、西安—南京铁路；京九、焦柳、浙赣、湘黔、新衮、株洲—六盘水铁

路等的复线改造和提速；京广铁路武昌—广州段、汉丹铁路有线电气化改造，重点建设好

京广、合武高速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并做好重点站场及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等工作。
二是要从网络化、环网方面着手，将部分地区的铁路支线作为今后的骨干铁路来规划

和建设。我国的铁路经过多年的建设，在纵横两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网络化、
环网建设方面明显不足，提高了运输成本，为此，从强化湖北的交通运输中心的角度可考

虑将焦枝—枝柳线等作为未来的骨 干 铁 路 来 建 设，使 京 九 线、陇 海 线、焦 枝—枝 柳 线、浙

赣—湘黔线先期形成全国的铁路环网，以减轻现有骨干铁路的压力，并可带动沿线地区经

济的快速发展，以改变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局面。
公路建设方面：
一是要继续加大公路建设的力度，在重点建设省内区段，提高 道 路 等 级 和 水 平 的 同

时，加速建设大（连浩特）广（州）等跨省高速公路，使之尽快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公路网。
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乡村公路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公路建设的进

程和速度，提高路网密度，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水运建设方面：
主要是要发挥长江的水运优势，开发和利用好长江的水运资源。要从长江航运的现

实基础出发，充分发挥长江干线“黄金水道”的潜在优势，搞好综合运输网络的协调发展。
积极开展“汉沙运河”的建设，在提高汉江水位，改善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航道。同时要

重点整治干流及主要支流的深航航道，提高维护质量及干、支航道标准，适当控制船舶发

展比重，加速改造水上安全保障系统；以港口建设为重点，改造综合性老港口，新建扩建阳

逻等集装箱码头和大宗散货高效泊位，改造中小泊位，提高港口综合通过能力，逐步建成

干、支直达，水陆联运，江海贯通的水上大通道。
航空建设方面：
要从干、支衔接，层次和职能分工明确的机场体系及便捷的空运网络为出发点，重点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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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好武汉机场，把武汉建成具有全国意义的干线机场；结合中部地区旅游业发 展 的 需

要，加强宜昌、神农架、襄樊等支线机场建设。

１２．４．２　以构建城市体系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形成城市群体系

湖北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地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湖北的经济社会得到了

较快的发展，并带动了中小城市的较快发展，城市体系逐渐形成，特别是武汉城市群的形

成和发展，使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时期，为湖北的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城市作为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

湖北仍然存在着城市数量不够、城市分布不均、分布密度低、城市经济实力不强、首位度城

市数量少和城市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从城市发展的实际和城市发展的趋势来看，要解决湖北城市发展问题，我们认为可从

两个发展方向着手：
首先，要从城市体系建设的角度着手积极发展城市，从数量上要有大的突破，重点解

决城市数量不够、城市分布不均、分布密度低等问题。要通过城市化战略和产业布局的措

施，将农村人口向交通方便、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基础好的城市转移，扩大城市人口

规模，形成一批大中城市，解决大中城市地区分布不均、分布密度低和城市功能发挥不够

等问题，同时要加快中心城镇向中小城市发展的步伐。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使中部地区的

中小城市数量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解决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问题，切实改变当前湖北城市

数量少的问题，确立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其次，要以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为着力点，尽快形成几个对中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

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湖北的实际来看，仅仅

只有武汉具有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但从区域中心城市的内涵和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

来看，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湖北区域中心城市的不足和不强在一定程度上是湖北离

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对湖北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和特 殊 的 意

义。从湖北的实际来看，发展区域中心城市还是有着许多现实的条件和基础的。可先期

考虑将宜昌、襄樊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来建设和发展，并在增强其经济实力和调整、优化区

域产业结构方面下功夫，使其在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逐步形成

以武汉为中心，宜昌、襄樊等城市为支撑的区域中心城市网络，同时，要尽快将交通方便和

产业配置较好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百万左右人口的特大城市，使之成为次区域经济新的

经济增长点，以发挥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传递和辐射功能。
通过对城市体系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推进湖北大城市经济圈的发展，积极培育大

城市经济带。这样就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为构架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格

局。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也是湖北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切实推进湖北经济

的协同发展，解决湖北城市发展问题，可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１．推进区内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

发展湖北的经济，就需要加强区内“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建设。区内的“硬环境”主

要是指区内的基础设施。它是湖北共同发展和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基础和支撑条件，也是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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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有效运行的前提。因此，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对湖北的共同发展起着关键

的作用。大力发展区内的基础设施，首先就要推进城市群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是，城市群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投资规模大、资金供给困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投资

吸引力低、资金回报率低等难点，因而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中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措

施和方法。从湖北发展的实际来看，要促进城市群基础设施的综合协调发展：一是要提高

思想认识，按城市群城镇体系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指导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对城市群基

础设施进行总体规划、分期实施，促进其综合协调发展；三是要坚持利益均享，投资共担原

则，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搞好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要

加强综合协调管理，促进基础设施的产业化过程，增强基础设施自我滚动发展的能力；五

是要以构建中部地区大交通为目标，按照城市群发展的要求建设好各大城市群、大城市带

之间的交通，形成现代化的、便捷的、立体的交通运输网络。

２．推进湖北共同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城市化不仅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而且是交换关系变化的结果。作为交换关系总

和的市场，它与城市是一种无形有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体是人，载体是城，聚人为市，
化市为城。

要加速湖北城市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培育各级各类市场，千方百计聚集人气，把交换

关系显形化，落地生根。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想方设法降低城市进入门 槛，降 低 交 易 成

本，做到以城促市，依城兴市。
提高湖北城市化水平，还必须加快区内共同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以形成区内完善的市

场体系，促进省内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由流动和交易，提高

资源配置的效率。湖北共同市场的建设，应以中心城市武汉为依托，以宜昌、襄樊为支撑，
以湖北为活动空间，以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为主要目标，形成和发展各级各类

专业性市场。
建设和发展湖北共同市场，要按照发挥中心城市综合功能的要求，使湖北共同市场逐

步向着统一协调、灵活运行、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全方位开放的市场体系迈进，加快培

育和发展区内的各类市场，包括完善地区性的消费品市场，扩大生产资料市场，加强资金

市场和技术市场，培育劳务市场，发展房地产市场和信息市场，形成保证湖北各种商品和

要素资源自由、合理、有序流动的多元结构的中部地区市场网络体系。

３．推进湖北城镇体系的结构优化和规模优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根据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人口众多、城市

化落后的现实状况，湖北应合理规划和重点推动几个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加速发展成１００
～２００万人口的大城市。可将宜昌、襄樊作为建设重点，并在投资、就业、市场等方面给予

一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促使其加速发展。
在湖北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要切实落实和遵循“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

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要充分发挥和注重城市功能的提升对城市结构和

城市体系调整和优化的特殊作用，并在功能提升中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４．发挥知识经济先导作用，提升中心城市综合功能

发挥知识经济的先导作用，对于提升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至关重要。武汉作为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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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城市，分布着大量的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科技实力雄厚。知识经济在高新技术的

产业化、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技术的高新化、城市综合功能的提升等方面显示着重

要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武汉创新基础较好、创新能力强的优势，以科学技术、现代管理、市
场信息、电子商务、金融支持、产业带动为手段来提升城市的综合功能，促进湖北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

１２．４．３　积极整合区域内的资源，通过构建产业链，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湖北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优越，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国家在“一五”、“二五”期
间投资和布局了一大批如武钢、武船、武重、二汽等一大批以钢铁、汽车制造、冶金等为主

体的重工业企业，使其成为我国产业配置较好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对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湖北已形成以冶金、机械、
化工、电子、轻纺、建材、医药为主体的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激光、软件、材料、生物、汽车、
船舶等新兴工业和现代农业已初具规模。一些工业行业和产品在完成数量扩张之后，在

地区上出现了产业集聚的自发过程。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沿长江干流、铁路干线分

布的大中城市及周围地区，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竞争优势。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湖北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九五”期间，ＧＤＰ增长速度明显回

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内各地区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使

各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空间加大，有条件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结构调整的方向。多层次、全
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为各地区利用国外资源、资金、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开辟了新的

渠道。
湖北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致使产业结构的失

衡进一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区经济优势和经济活力。而区域产业的困境又制

约着区域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国家整体上的产业失衡。
湖北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大力调

整区域产业结构，形成有利于湖北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将是今后相当长时

间内该地区工作的重点。产业链作为产业重构和产业带动的重要形式，对打破传统的地

域产业分工、形成产业优势和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实施产业链战略，
对改变地区产业配置低下和产业结构趋同等方面的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过近年的发展，湖北在产业链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已经出现了以产业链

形式表现的产业带、产业密集区和企业集团，为湖北今后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许多

有益的经验。当然，产业链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为此，在构建产业 链 方 面，我 们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 工 作：一 是 以 资 源 为 基 础，以 技 术 为 支 撑，以 优 势 企 业 为 龙 头，
大力开展区域内的产业协作，形成若干产业 关 联 度 高、产 业 链 长 的 区 域 性 产 业 集 团；二

是积极开展产业园区 建 设，将 相 关 产 业 向 园 区 集 中，形 成 若 干 以 核 心 企 业 为 主 导 的 产

业集群，促进产业的集 约 化 生 产 和 规 模 经 营。而 这 就 必 须 要 求 湖 北 的 产 业 形 成 优 势，
并形成一大批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为此，我们就湖北发展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提出如

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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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把湖北打造成为中国的创新农业

基地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湖北是一个传统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农业产业化的

任务艰巨。当前，湖北的农业产业化工作有一定的成效，并被国家确定为现代农业基地。
发展高新技术农业、创新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一是要

实施科教兴农，增加科技含量。要围绕“良种工程”，改进作物栽培和畜禽饲养技术，加强

病虫害防治，搞好储藏保鲜和农产品深加工；二是要推进农副业生产分工的深化与多种经

营，延长产业链，在发展农、林、渔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家庭经济；三是

兴建农业科技园，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形成创新农业基地，就是要推进农业结构升级、布局调整和土地整理。

在坚持粮、棉、油基础农业的同时，重点发展高科技农业、生态技术、观赏农 业（特 别 是 苗

木、花卉和草皮业）、绿色食物、无公害蔬菜和高效经济作物，发挥湖泽地区特点，发展水生

高技术、水生经济作物、水产、水禽；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化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

农业，建设一批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企业；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培育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湖北创新农业基地，重点是要建设好江汉平原商品粮生产基地和长江中游棉花

生产基地，构筑沿江、沿湖平原农业产业带。

２．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进程，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使

湖北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湖北分布着大量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是中国智力密集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的

进程中，湖北的智力密集优势已开始显出，成为支撑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资源。
变智力优势为经济优势是湖北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湖北振兴和崛起的

重要途径。当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湖北的共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是要充

分利用本地区科教资源和高科技人才丰富的优势，积极开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工作，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湖北逐步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布的高地和以武汉为 中 心，宜

昌、襄樊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为此要积极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重点建设好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重点发展光电子通讯、激光、计算机、软

件、网络以及自动化、传感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一代专业化加工中心，加速建

设武汉·中国光谷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同时要发挥宜昌、襄樊等地科技资源丰富的优势

和产业基础，形成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区域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的进程。
二是发展生物技术特别是生物芯片、生物农药、新医药技术和产业，全面支持、建设生

态大农业基地和环保产业基地，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本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三是整合本地区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优势，积极开展纳米技术的研究，加

速纳米科技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新材料工业；鼓励研制网络安全技术和量子计算机技术

等新型技术，并形成产业，占领新一代量子、电子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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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依托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使湖北成为我国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轻工业发展阶段向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时期，湖北具有

明显的水资源、能源和航运优势，具备发展钢铁、汽车、石化等大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装

备业的条件和基础，必将成为中国重化工业布局的重点地区，但从发展的实际来看，湖北

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其准备显然不足，应通过产业链的

构建，积极推进布局调整和产品结构提升，使湖北现代制造业宏观成带（走廊）、微观成团

（组团）。
钢铁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在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由于尚

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原材料消耗较大，钢材需要量还在上升，钢铁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但布局分散和产品差异化小等问题长期存在，使湖北的钢铁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积

极引导湖北的钢铁工业向集团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应成为湖北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

施。具体调整措施为：首先是大力开展企业重组，形成以武钢为龙头的钢铁企业集团，积

极引导中小型钢铁企业向非钢产业发展；其次要重视提高钢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水平，生产

优质钢、特种钢、大型板材等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提高企业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本地区

的钢铁工业组团仍然还有继续发展的余地。
汽车工业作为产业带动作用比较明显的产业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加强，

我国汽车工业尚处于成长阶段，在未来十几年里必将大有发展。湖北是我国重要的汽车

工业基地。十堰的东风公司、武汉的神龙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湖北大力发

展汽车工业的条件和基础较好，但必须充分体现产业化分工的原则，积极发展相关配套产

业，带动零部件工业的发展，形成组团。
石化工业也是当代工业的一个重要支柱。要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市场

优势，大力发展石化工业。目前本区的石化工业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但存在着规模

不够和产品深加工不够，今后要在规模和产品深加工方面有更大的发展，不能都局限于炼

油，要发展乙烯，上高分子材料，上精细化工，并形成组团。
我国正处于大发展阶段，建材工业的产品需求量必将不断上升，本地区的黄石、宜昌

等是我国重要的水泥生产地，建筑玻璃、建筑陶瓷也是本地区的特产，也应该有较大的发

展。加大科技含量，加速纳米材料和功能材料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使材料工业组团、成
带，加速构筑大产业基地。

在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基础上，积极调整轻工业结构，突出发 展 日 用 品 工 业 和 服 装

业，使其形成品牌、形成规模、形成特色。

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产业，积极提升服务业层次

为制造业总部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链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湖北作为制

造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如何通过服务业产业链的构建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应是本区

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向。根据现代服务业的特点和湖北的实际，重点 发 展 以 下 产 业，
即：由通讯、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

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

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为此，要通过发展大市场，整合商贸、
金融、物流、信息、旅游等服务业，提高服务业质量和水平，实现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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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
一是在沿江、沿河、沿路的几个交通中心（枢纽）城市创建若干个具有地区性、全国性

大市场，发挥本地区辐射优势，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是加速建立中国中部武汉金融中心，引进更多外资银行，发展资本市场，拓展证券

业务，强化融资功能。
三是建设中部地区信息网，建立开发高效的信息市场体系。充分发挥本地区的区位

优势，加速仓储、运输、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的建设，使本地区成为我国通达南

北、贯穿东西的现代物流中心。
四是改善软硬件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开发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完善社会中

介服务体系，做到手段现代化、组织网络化、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功能社会化。

１２．４．４　整合产业集聚区，促进功能的转变，形成分工合作的产业集聚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以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１９８８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标志，开发区得

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国家开发区为主导，地方开发区为支撑，各类产业园区共同

发展，产业分工明显的产业集聚区体系。由于产业集聚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示范、
引导和支撑作用日益突出，带动了各地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进程中，产业集聚区传统的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构产业集

聚区的功能，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实现其良性发展就成为目前

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是与其功能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从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历程来看，产

业集聚区的功能经历了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拓展、由政策推动向产业推动和技术推动拓

展的发展过程。在建立初期，由于缺乏产业的支撑和自主创新能力尚未形成，功能单一，
产业集聚区主要承担着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开放的窗口的功能，其发展对包括税收、贷款、
产业准入等优惠政策有较强的依赖性。伴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产业集聚区的功能

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形成了七大功能，即：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二是向传统产

业转移高新技术成果的技术辐射源；三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四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区；
五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的示范区；六是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家的学校；七是实现

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城区。这些功能的发挥使其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在新的时期，产业集聚区传统的政策推动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新

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和优化功能，强化其

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真正实现从政策推动向产业和技术推动的转变成为目

前开发区的主要任务。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技术高新化、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

化、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

要因素。我国产业集聚区特别是高新区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发展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全面

启动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即产业发展要跨上

新台阶，企业环境要进一步优化，进一步突出产业集聚区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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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区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在这一突破性的历史时期，我国产业集聚区功能的提

高已经无法单单依靠引进外来技术进行标准化产品生产，需要建立起一个园区各参与主

体（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政府）有效互动的创新网络环境，实现由注入式（不断吸收引进

外资，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外延扩张）向自协调（结构合理，内涵式）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为

此，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必须转变。
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湖北产业集聚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以国家级、省市

级开发区为主导、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集聚区分布体系，但在产业集聚区体系

建设和功能分工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
第一，要统一规划，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形成产业集聚区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下，我国产业集聚区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模式发展，各个产业集聚区必须选择能够发挥自己

优势和特色的发展道路，避免恶性竞争，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解决产业结构雷同、
经济功能相似、规模普遍偏小的问题，通过整合分工，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集中力量、
共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和区域特色，发挥产业集聚区在促进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形成区域产业集聚区体系。
第二，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产业集聚区在致力于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特别是市场情况，不应该也不可能完

全排斥传统产业。但是，产业集聚区发展传统产业，也必须坚持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
技术上水平的发展方向，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传统

产业升级换代形成新的传统产业。
第三，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产业集聚区技术创新能力。一

是鼓励产业集聚区现有或新引进的外资企业将研发中心引入区内，实现技术研发的本土

化，提高产业集聚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抓住我国入世后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向我国开放

技术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深入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工作，逐步掌握核心技术；三是积极引导区内骨干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逐步提高企

业技术开发与研究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四是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借助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提高开发区技术创新能力；五是有条件的产业集聚区要建立高新

技术孵化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四，要积极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产业集聚区现有新引进的企业，都要

积极引导其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核心的就是要建立现

代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机构。推动企业产权明晰化、多元化、证券化、社会化，为企业实行

科学管理、推动资本营运和企业上市创造条件，进而为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提供强劲的

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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