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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新型工业化 

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分析 

霍 蕾 李克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30060) 

【摘 要】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重大理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是湖北省抓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机遇,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新型工

业化现状和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努力探索湖北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对策, 对于实现湖北省新型工业化有一定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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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省新型工业化现状分析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要完成本世纪头20 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 首要选择是“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

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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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结合人均国民收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几个指标对湖北省的新型工业化现状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湖北省是一个经济大省, 2000年至2009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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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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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呈现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到2005年以后, 湖北省GDP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良好局面。然而, 湖

北省并不是经济强省, 我们截取若干个年份的人均GDP进行分析: 2003年全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 为1090美元, 湖

北省人均GDP为651.68 美元, 2006年全国人均GDP为1352美元,湖北省人均GDP为1709美元,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9 年全国

人均GDP为3711美元, 湖北省人均GDP为3233.07 美元, 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增速13.2%,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根据人

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的划分方法, 湖北省目前已经步入新型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二)城市化水平。一些学者用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是衡量经济发

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城镇化

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按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 湖北省城镇化水平为40.22%, 2004年全省城镇人口为2627.8万人, 占总

人口的比重已达到43.68%, 说明湖北省城镇化有了显著提高。据统计,2007年武汉城市圈常住人口2987.65万人, 城镇人口有

1399.17万人, 城镇化水平为46.8%。空间规划预测, 到2020年, 城市圈总人口将达3340万左右, 城镇人口2335万左右, 城镇化

水平70%左右。专家分析, 这意味着12年多的时间, 包括新增人口在内, 期间约1000万人将转化为城镇人口。上述数据表明, 湖

北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这样的结果不容乐观, 湖北省城镇化率距离实现新型工业化60%的标准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就

目前武汉城镇化率来看, 武汉正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增长期。 

(三)产业结构。一国或地区第一、二、三次产业占 GDP 的比重状况, 是概括地描述其三次结构重要的比例关系。下表为湖

北省 2000——— 2009年三次产业产值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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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北省近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上看, 第一产业的比重略有下降, 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多次调整, 到2009年第

二产业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湖北的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 实现了由“一、二、三”到“二、三、

一”的大跨越。至此,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 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结论:湖北省经济发展迅速, 工业化进程加

快, 根据产业结构判断工业化进程的标准, 湖北省第一产业已于2009 年降到15%以下, 达到了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标准。第二产

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就业结构。就业结构是反映一国就业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尺。就业结构之间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 但起决定

作用的是就业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改革开放以来, 湖北省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下表为湖北

省三大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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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看, 湖北省就业产业结构仍然是一种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较低级就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创造了劳动力转移的

一些有利条件, 但仍未能从根本上矫正80年代就业产业结构低级化的缺陷。这既反映出了产业结构变化为劳动力转移提供的空

间相对较小, 也反映出了湖北省劳动力跨产业流动的限制。从三大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逐步下

降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 且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比第二产业上升更快。 

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出现收入(附加价值)的相对差异造成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 农业

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小, 而第二、第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可见目前湖北省

就业结构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 但是许多指标仍然只是达到甚至低于标准值, 农业人口和农业就业

人员比重明显过大, 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 工业化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二、湖北省走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湖北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具有传统产业比较优势明显,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密集等优势, 但

是仍存在如下问题: 

(一)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2007 年, 湖北省城镇化水平为46.8%, 但城镇体系规模结构不合理, 中心城市带动不

足；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某些方面发展相对滞后, 乡镇企业布局分散, 小城镇规模偏小, 建设水平较低。城市化滞后一

方而加剧了人与土地的矛盾, 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开拓, 影响扩大内需和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中心城市

数量不足, 使第三产业发展空间不足而制约其发展, 从而影响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剩余劳动力还未成功注入第三产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许多国有、集体或乡镇企业因结构调整、改组改制甚

至关停破产而导致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而近年来,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湖北省第三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目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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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都在65%以上,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50%以上,而湖北只有20.9%, 可见湖北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相当

大的空间。不能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注入第三产业, 是目前制约湖北省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 

(三)经济外向度低。我省对外开放水平不高, 外商投资和外贸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2008 年, 全省实现出口205.67亿

美元, 全国实现出口14306.9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44%, 与同期我省GDP占全国3.77%的份额相比很不相称；出口额占全

省的GDP的比重仅为12.7%。 

三、对加快推进湖北省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建议 

(一)着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湖北产业竞争力的环节就是合理选择主导产业, 强化优势产业, 培植新兴产业, 加快传

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具体而言, 应当充分利用武汉· 中国光谷这一优势, 重点发展光纤光缆、软件等光

电子信息产业；依托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发展轿车、电动汽车产业；依托武钢, 加快钢铁向深加工发展和延伸, 大力发展新

材料；加快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武汉市大型装备制造业存量优势, 延伸发展环保产业。在发展提高

商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 着力发展金融、信息、咨询、房地产、教育等现代服务业。 

(二)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 促进湖北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湖北作为“九省通衢”的中部地区, 要充分发挥武汉特大中心城

市带动湖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要加强与襄樊、黄石、宜昌等周边中心城市的经济合作, 形成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特色, 用

大城市带小城市, 中心城市带周边城市、县市带乡镇的“一带一”或“一帮一”的办法, 促进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稳妥发展小城镇,加大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力度, 消除政策性障碍, 按市场规则建设和管理小城镇, 

促进乡镇小城市经济与县市经济沿着健康、协调有序的轨道发展。 

(三)培养优秀人才, 增创人力资源新优势。湖北要实现经济经济快速增长, 除了市场、政策、资金投入等硬的条件外, 必

须加快培育和造就一批适应现代工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优秀人力资源。进一步深化人事和劳动用工、分配制度改革, 在有条件

的地区和企业试行人才特区政策, 重点完善人才的开发、流动、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各类人才到湖北投资创业；推进产、学、研

联合, 为经济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提供人才储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和支柱产业研发基金, 加大新产

品开发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 引导企业建立市场化、多形式、多层次的产、学、研联合体, 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前

瞻性的高级人才队伍。 

[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湖北省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200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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