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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发展的前景展望 

金茂林 

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巡视员、研究员 

依据对国内外环境和形势的系统分析，以及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全面判断，展望未来湖北经济发展的前景，从总体

上看，湖北有望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并将分三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思考： 

一、从全局看，湖北成为全国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极，是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的客观要求 

把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是省委、省政府既定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自第七届省委在上个世纪末提出

后，它不仅写进了《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而且在新世纪之初召开的新一届省党代会(即今年 6 月

召开的省第八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就湖北未来的发展又重申了这一战略定位。战略定位问题实际上是发展定位问题。省委、省

政府把湖北未来的发展定位在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上，这一方面反映了湖北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全

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的客观要求。 

就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而言，经过 20多年改革开放，全国已形成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十”字型经济增长构架。即得改革

开放先发效应，沿海地区中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极化地区；香港回归、重

庆直辖，使全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北京一香港、上海一重庆“十”字型极点构架。这种格局的形成，客观上要求把湖北建成继珠

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之后全国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因为： 

1、“十”字型构架中，京沪港渝作为四个极点，将其经济势能向外辐射。由于四个极点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技术差和空间

距离，按照区域经济空间理论，在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四个极点连接交汇的心脏地带，必须产生一个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新的

增长极作为支撑点，从而形成中国经济区域总体布局的均衡态势和完整结构。湖北正处在这—“十”字型发展轴的交汇处，使

湖北成为“十”字型发展轴上新的增长极是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演变的客观要求。 

2、反过来说，中部地区增长极缺位不利于全国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坚持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是新世纪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把湖北建成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不仅有利于缩小发展差，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也是带

动和顶托中部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3、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要求将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湖北地理位置居中，西部大开发中贯穿东西的路网、

电网、通讯网、燃气网、广播电视网建设和五大通道(公路、铁路、航空、信息、管线)大部分经过湖北，湖北在参与和服务西

部大开发中的战略作用不可替代，把湖北建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是国家更好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总之一句话，把湖

北建成全国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大局有要求，自身有需要，湖北应当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二、从条件看，湖北具备建成全国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基本要求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 1955年提出并经英美经济学家补充完善后形成的。他们认为，增长

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贸易、金融、信息、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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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服务、决策中心，同“磁场极”一样，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从而促进自身并推动其它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

增长极要满足三个条件：(1)必须在该区域有足够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2)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棋经济效益；(3)必

须有适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经过改革开放 20多年的发展，应该说湖北已具备了这些基本要求。 

首先，湖北是国家的老工业生产基地，历史上聚集的企业为数众多，经过改革开放 20多年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洗礼，有创

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正大量涌现。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湖北工业门类齐全，企业种类众多，在全国 40大类

工业行业中，湖北拥有 39类，各种企业总数达 369559个(1998年数)，其中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7399个，大型企业 327

个，中型企业 609 个。二是工业企业呈金三角分布，以武汉为中心形成了三大走廊七大基地：即武汉至黄石一线分布了众多的

钢铁企业，形成了长江沿线钢铁走廊，是全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武汉至十堰一线分布了众多的汽车工业企业，形成了沿汉江

汽车工业走廊，是国家汽车产业三大三小基地之一；武汉至宜昌一线分布了众多的磷、油、盐化工企业，形成了汉宜化工走廊。

此外．以武汉为中心向大三角辐射，形成了纺织服装、食品工业、建筑建材等生产基地；以三峡大坝为园心，75 公里半径内聚

集了葛洲坝、隔河岩、三峡、高坝州、水布垭(后三者在建)等众多的水电站，将是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三是随着知识经济的

兴起，湖北高科技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武汉·中国光谷的形成是其典型代表，同时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中国生物药谷

也正在形成。四是非公有制企业在新政策的指导下正如火如荼发展，预计到 2010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将达到二分天下各有

其半的格局。五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群体正日益提高与增多。列入国家改革脱困的 382 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三年奋斗

已基本脱困，特别是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能力大为提高；企业家队伍在非公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中日渐壮大。 

其次，就形成增长极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而言，预计湖北未来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看好。别的且不论，仅以下列

几例为证，湖北将形成巨大规模经济效益：一是就全省整体而言，2001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数达到 112．33，比上年提高 9．3

个百分点，效益指数及增幅均为近几年最好水平。二是以沌口国家级汽车产业开发区为例，其汽车产业虽还未达到最佳经济规

模，但从开发区近 5 年以来以年均 46％的速度向上发展的趋势预测，未来的规模效益显而易见。三是以武汉·中国光谷的发展

为例，据统计，自 2000 年 5 月以来，已有 5000 家企业在光谷落户，其中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中的 17 家，高新技术企业 1163

家，其中销售收入过千万元的 180多家、过亿元的 50家，基本形成了以邮科院、长飞等重要企业为龙头、以一批骨干企业为支

撑、以一大批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产业格局。在这种背景下，武汉·中国光谷的大体轮廓已勾勒出来：“十五”期间，在 50平方

公里的面积里，将形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形成 1000亿元的产业规模，五年时间等于再造了一个武汉。

四是以鄂西水电基地为例，2009 年三峡工程全部完工后，鄂西水电基地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2300 万千瓦，年发电量将达到 1100

亿千瓦时。2001 年湖北水电总量只有 269．86 亿千瓦时，届时湖北的水电总量将是现在的 4．08 倍，翻了两番多，巨大的电能

不仅将向以宜昌为中心、以 1000KM为半径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输送，以 2000年每度电创工业产值的平均水平计算，从 2010

年起，鄂西水电基地的电能每年将能创造 5000 亿元一 8200 亿元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 2000 年湖北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3063．43亿元)的 1．63—2．68倍。其规模经济效益之大，产业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之大，可见一斑。可

以预测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把湖北建成现代制造业聚集区、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高新技术发展区的战略目标是完全可以实

现的。 

第三，就形成增长极必须有适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而言，预计未来湖北的发展环境将大为改善，将更有利于经济增

长极的形成。(1)就硬环境改善来说：一是 2009 年三峡工程全面完工后，防洪、发电、航运三大功能一齐发挥作用，湖北的发

展环境将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特别是可防御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水患威胁，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可以进行大

规模经济建设；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交通方面全省将形成铁路、公路、水运五纵六横的网络化通达

格局，预计仅“十五”期间全省可新增高速公路 1000公里，新增等级公路 11359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14815 公里，新增铁路

280公里，新增管道运输 1890 公里；水运将形成“三江一网”通达格局；长江大桥将达到 12座(2010年将达到 17 座)、汉江大

桥 19座，这在全国各省区中是绝无仅有的；空运将更加发达，湖北形成现代物流中心区指日可待。三是信息化有望与工业化同

步推进，将能满足经济增长极形成对信息化发展的要求。按照信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30％以上速度推算，预计到 2005年其增加

值将达到占当年全省 GDP总量 5％以上的水平；CAD技术及 CIMS技术在全省重点及骨干企业中推广应用将分别达到 90％和 35％；

信息高速公路将铺到全省乡、村，大中城市将铺到户(FTTH)，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四是产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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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将向高度化、便捷化方向演进。按照三次产业占 GDP比重 2010年达到 10：50：40推算，预计 2020年三次产业将演变

为三、二、一位序；若 2010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50％、总人口控制在 6450万人、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 25％以上、科技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达到 55％，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则可以预计全省资源配置将更加便捷，高效。湖北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较现在将发

生质的飞跃。(2)就软环境改善来说，近几年省委、省政府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建设。去年东西湖现场会的召开，今年以出租车减

证为切入点全面整治软环境，“学、查、改”活动的深入推进，省长同外商定期联系会议制度的建立，配合加入 WTO 清理过时

政策规章，一系列新的优惠政策的出台等等都是改善软环境的重要举措。可以预见湖北的社会服务环境将日益规范和完善，社

会政治环境将日益安定祥和，社会文化环境将日益丰富多彩，投资政策环境将日益宽松。 

从条件分析和预测，尽管还存在不少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全省上下牢牢抓紧新世纪头一、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奋力拼搏，湖北是完全可以建成全国新的重要经济增长极的。根据发展趋势预测，经济增长极整个建成过程大体要经历三个时

期：从现在到 2005年为能量聚集期，2006年一 2010年为成长成熟期，2010—2020年为能量爆发期，届时，将对全国经济发展

产生强大的吸引、辐射推动功能。 

三、从趋势看，湖北将分三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原理，把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也是湖北向现代化目标推进的过程。随着增长极能量的

聚集、成长和爆发，湖北现代化建设进程将日益加快。根据发展趋势预测，这一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至 2010年。这 10年，随着增长极能量的聚集、成长，湖北的人均 GDP将比 2000年翻一番，全省工业化、

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将取得明显进展。 

根据前面的战略构想，展望未来 10年，我们可以看到： 

(1)以 2000年为基期，按 200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湖北的 GDP总量 2010年将达到 9232．5亿元一 9668．69亿元，是 2000

年的 4276．32 亿元的 2．16—2．26倍，翻了一番多。(2)若 2010年全省人口保持在 6454 万人以内，则人均 GDP可达到 14304．69

元一 14980．93 元，同 2000 年人均 7188 元相比增长 1．999 至 2．084 倍，翻一番。(3)人均 GDP 换算成美元(按 2000 年价)，

2010 年将达到 1733．9 美元至 1815．9 美元，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美元数将达到 8132 至 8516 美元，人民的小康生活将

更加宽裕，有望达到中下等发达国家水平。（4)若财政收入按年均增长 9％计算，2010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将达到 838．56亿元，

是 2000 年的 2．17 倍。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将达到 503．6 亿元，省八届党代会提出的县级财政紧张状况明显好转目标将

圆满实现。(5)开放型经济将进一步发展，支柱产业形成规模并进入国际市场，对外贸易总额将达到 60亿美元。(6)居民的消费

水平将有较大提高，年人均消费额约 7500 元，人民的营养状况、平均寿命、健康水平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一般水平，基本耐用

消费品达到普及，轿车部分进入家庭。(7)全省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遏制。(8)社会发展程度全面提高，全省普及 9 年义务

教育，基本扫除文盲，形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制化建设有大的进展，社会治安达到良好的状态，职业道德，社会公

德水平明显提高，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面貌大为改观。 

第二阶段，2011年至 2020年。根据国家多个权威部门预测，这十年 GDP年均增长率全国平均水平仍将达到或超过 7．2％，

仍可实现 GDP 比 2010年翻一番目标，并将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结合湖北的实际，这十年经济增长极将进入能量爆发期，

在没有不可抗拒灾害发生前提下，全省经济可望出现质的飞跃：从总体上看，湖北第三步发展目标可望于 2020年左右初步实现。

“三步走”战略要求从 1981—2050年实现人均 GDP翻四番，达到人均 4000 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80年全省 GDPl99．38

亿元，人均 428 元。GDP 总量翻四番换算成 2000 年不变价应达到 9650．29 亿元，人均 GDP 翻四番换算成 2000 年不变价应达到

20716 元。根据前面的预测，湖北 GDP 在 2010 年即已达到 9232．25—9668．69 亿元，这即是说湖北 GDP 总量翻四番的任务在

2010年即可实现，但人均 GDP翻四番却远远没有达到。按照这十年全国 GDP可能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7．2％—8％)计算，预计

2020 年湖北 GDP 总量将达到 17177．7 亿元一 19931．7 亿元；届时若全省人口总量控制在 6990 万人以内，则人均 GDP 可达到



 

 4 

24574—28514 元，相当人均 2978．8 美元一 3456．3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人均可达 12970 美元一 16210 美元。这即是

说，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20 年即可实现人均翻四番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到建党 100 周年时，湖北即

可从总体上说初步实现现代化。 

第三阶段，2021 年至 2050 年。这 30 年湖北要由初步现代化向高层次水平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迈进。若能如此，可以预

见届时湖北的信息化和城市化将达到较高水平，二元经济结构将基本转换，人的全面发展条件将显著改善，经济竞争力和科技

水平将居全国前列，可持续发展将进入良性循环，将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 30年若湖北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 4—6％的水平，人口规模控制在 7800 万人，则人均 GDP 按 2000 年不变价计算，将达到 38962 元一 100987

元，约合 2 万美元左右。到那时，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差别将基本消除，在建国 100 周年时

湖北将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省区，也将在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崛起。当然，前进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困难和问题一定不

会少，但湖北实现现代化光明前景的趋势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