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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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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23； 

2.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23) 

【摘 要】归纳总结60多年来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发展沿革, 立足湖北省情,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 在创建

提出的“经济发展场论”的指导下, 有针对性地提出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的总体思路, 并提出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

建议:培育武汉中心增长极, 直接带动1 +8武汉城市圈快速发展, 辐射拉动鄂西经济社会发展；培育鄂西经济增长

“双核”, 推动“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力促鄂西经济圈快速成长；打造长江、汉十经济“两

带”, “两圈”驱动“两带”, “两带”传动“两圈”。 

【关键词】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经济发展场论；两圈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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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是关系到湖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何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布局的高

度, 充分利用湖北在区位、资源、科教、人才、技术各方面的比较优势, 对于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培

育国家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 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沿革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应该有行之有效的对应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战略。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也

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 湖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武汉为主, 以鄂东地区的发展为重点；20世纪70年代, 随着国

家“三线建设”的不断推进, 湖北产业发展的重点也逐步向鄂西拓展；20世纪80年代, 湖北基本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

鄂中南、鄂西北、鄂西南的“四区一中心”的产业布局, 并根据“通江达海”的区位地理优势, 确定了重点建设长江中游经济

带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 按湖北核心增长极、次增长极的产业布局, 提出以武汉为核心, 以黄石、襄樊、宜昌为顶点的

“金三角”发展战略；2002年6月, 在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上, 根据一个经济区域需要一个核心增长极和核心经济区域的发展规

律, 结合湖北实际, 省委、省政府提出构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以后, 国家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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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为此省委、省政府在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武汉城市圈一体

化”、“推动一江(长江)两线(汉十、荆襄高速)经济带建设”、“增强宜昌、襄樊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等发展战

略；2007 年12月, 经国务院批准, 武汉城市圈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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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 省

委九届四次全会根据鄂西地区生态、文化、民俗等资源优势, 为破解交通、通讯、体制、机制等瓶颈障碍, 提出建设“鄂西生

态文化旅游圈”的发展战略；2008年12月, 省委九届五次全会针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面建设与鄂西生

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的启动, 为解决两圈之间在相互联动上存在的不足, 依据湖北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提出加快湖北长江经

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发展战略[ 1] 。 

在湖北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上, 湖北长江经济带是贯穿“两圈”, 实现“两圈”相互联动与优势互补的纽带。

“一带两圈、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是对湖北省情和发展规律认识层面的深化；是优化调整湖北产业发展的战略

性布局,统筹湖北整个区域发展的战略构想；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激活各种经济资源, 发挥湖北综合优势, 推进鄂东鄂西

相对均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2 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思路 

目前, 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理论主要包括罗森斯坦· 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

衡发展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萨伦巴和马利士的点轴开发理论、弗

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等, 还有一批经济学家集众家之长, 相互吸收、完善、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比较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三次产业划分理论、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布局区位理论和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等等

理论及模式, 这些理论及模式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但对于现阶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而言, 以上

理论及发展模式均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湖北的实际省情。 

为了摸清湖北实际省情,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我们花费了6年时间对湖北全省, 即副省级城市武汉, 宜昌、襄樊等11个

地级市, 仙桃等3个省直管县级市,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神农架林区, 包括35个市辖区(县级), 63个市辖县(市)的产业发展

基本状况、总体布局状况、具体布局状况、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状况与发展战略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和探索研究, 并绘制了

各市(州、区)及其所辖各县(市、区)的产业布局图、产业具体布局状况与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状况表等。既关注因资源禀赋

和要素成本形成的比较优势, 且更加重视通过产业优化调整与科技进步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总结国内外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 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物理学, 数学、哲学、社会学等

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 发现社会经济现象和自然科学现象都具有共同的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区域

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诸多现象, 仍然可以用电磁场、引力场等经典物理场的“场理论”来解释, 它们都具有场源、场力、场

强、场势等相互作用要素, 都是空间和时间的函数, 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 是具有连续无穷维自由度的系统, 是可以相互叠加

的；它们都具有相互作用、连续性等主要的特性, 并通过相互作用, 形成作用网络, 形成“场”的一体化, 且处于持续不断的

变化之中, 构成动态场或时变场[ 2] 。 

为此, 我们提出创建“经济发展场论”来解释和指导当前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空间发展的层次性和

立体性, 时间影响的动态性和持续性。湖北东西长约740 km, 南北宽约470 km, 南北自西向东宽度逐渐减小, 呈一个横向狭长

的“等腰箭头” 。从经济地理来看, 鄂东地区是湖北经济发展的重心, 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占湖北的62.25%；武汉是鄂东的地

理重心和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 2008 年地区生产总值占鄂东地区的56.8%, 占湖北的35.36%。根据湖北省情和产业布局

及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湖北的“经济发展场”在空间上表现为“极、核、圈、带、面”五个层次；在时间上表现为“极、核、

圈、带、面”的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转移、变迁的发展过程。 

我们提出以“极、核、圈、带、面”的时空发展模式为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的总体思路, 即包括 5 个层次的内容和“一极



 

 3 

双核两圈两带”的总体构架, 如表 1所示。 

 

 

首先,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以中心城市武汉为中心增长极, 直接带动“ 1 +8”武汉城市圈和鄂东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 间接

辐射拉动鄂西的经济社会发展；鄂西以宜昌、襄樊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为“双核” , 以宜昌、荆州、荆门和襄樊、十堰、随州

两个城市群为支架, 以旅游产业为纽带形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鄂东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联动发展, 以长江

经济带和汉十经济带为传动；以“两圈”为引擎, 以“两带”为传动, 形成“两圈驱动两带、两带带动两圈”的发展模式, 实

现“两圈两带”优势互补、相互联动、全面发展的局面, 具体发展战略布局示意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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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湖北产业发展战略布局总体规划可分四步走:第一步以5年左右时间重点建设以武汉为核心包括黄石、鄂州、孝感、

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在内的武汉城市圈, 加速圈内资源整合,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

区域市场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城市紧密经济联合体, 直接带动1 +8武汉城市圈快速发展；

第二步以5 年左右时间推进以武汉城市圈为龙头, 辐射带动“宜(昌)荆(门)荆(州)”和“襄(樊)十(堰)随(州)”两大城市群的

一体化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复合推动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力促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快速成长；第三步以5 -8

年时间着力打造长江、汉十经济带, 巩固和促进宜昌———荆州———武汉———黄石———鄂州沿江的冶金、电力、光电、

轻纺、生物医药、食品等主导产业带的连动发展, 强化和提高武汉———襄樊———十堰的汽车、光机电一体化、卷烟、化工、

建材等生产基地的互动发展, 引导和集聚武汉的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房地产、科教文化、信息、技术咨询和产权交易等

产业的全面发展；第四步以10— 15年时间推进以鄂东圈、鄂西圈为引擎, 以长江、汉十经济带为传动, “两圈驱动两带、两带

传动两圈”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全面推进整个湖北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 3] 

3 湖北产业战略性布局建议 

3.1 培育武汉中心增长极, 直接带动1 +8 武汉 

城市圈快速发展, 辐射拉动鄂西经济社会发展 

总结国外与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的经验, 区域经济的崛起要培育自己的增长极。增长极具有“极化”和“扩散”的双重作用, 

它以“墨渍”方式缓慢扩大, 引致增长中心的扩张和第二极、第三极以至更多增长中心的出现, 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心增长极还务必是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的复合体, 否则就不能以点带面地拉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珠江三角洲, 其中心

增长极是香港,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 为珠江三角洲带来了巨大的外资和广阔的国际销售市场；在长江三角洲, 其

中心增长极是上海, 在国家确立上海为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以前其作用并不明显, 但自浦东开发起上海被国家定位于内地最大的

金融中心之后, 上海中心增长极的拉动效应立马显现, 离上海最近的苏州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外资制造业最活跃的城市就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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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证。根据湖北产业结构布局现状与优化调整升级的需要, 着力培育武汉中心增长极, 以辐射效应形成宜昌、襄樊两个省域

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核, 应是当前湖北产业布局的首选战略[ 4] 。 

武汉地处横贯东西的长江、沪蓉高速公路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的交汇处, 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

重庆、西安等特大中心城市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 且在武汉100 公里半径内, 集中了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等8个

中小城市, 形成了长江中游最大的“ 1 +8”城市圈, 是全国经济地理的中心, 具有其它中心城市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承东启西、

接南连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商贸繁荣, 市场容量巨大,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2位；科教发达, 

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工业基础雄厚, 是全国6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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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是中部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高、综合实力最强、产业特色最为突出、最具

发展潜力的特大中心城市, 并且有能力成为中部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科教中心、制造中心和物流中心, 已经具备作为中心

增长极的必要条件。培育武汉中心增长极,一方面可直接带动鄂东1 +8武汉城市圈发展；另一方面可依托长江、汉宜铁路、汉十

高铁、汉宜和汉十高速公路辐射拉动“宜(昌)荆(门)荆(州)”和“襄(樊)十(堰)随(州)”两个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 间接带动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 

“1 +8”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 以其周边100公里范围以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

8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落。武汉城市圈内重点培育以东风汽车、神龙汽车、武钢集团、武汉石化、武烟集团、烽火科技等企业为

龙头, 以汽车制造、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烟草和电子信息等为支柱, 以食品加工、机械装备、纺织服装、新型建材、生物制

药、盐磷化工等为主导的行业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体系。圈内重点建设汽车、电子信息、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盐化工、

纺织服装、造纸及包装、建材及建筑业、农副产品加工等10大产业链；发展壮大光电子通信、电子信息及家电、汽车整车制造、

汽车零部件、钢铁及深加工、金属制品、石油化工、盐化工、医药工业、纺织、建材、服装、造纸及包装、食品、饮料等15 个

产业集群；打造武汉———鄂州———黄石的钢铁冶炼产业带, 武汉———孝感———咸宁的电子信息产业带, 武汉———鄂

州———黄石———新型建材产业带, 以武汉为龙头的环城市圈食品加工、机械装备、纺织服装、生物制药、盐磷化工产业带

等8大产业带；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特色家禽产品基地；以武汉、黄石为中心的牛奶产品基地；大别山和圈南县市的优质绿

茶产品基地；圈东3县市和圈北大悟县优质板栗产品基地；圈西两县市优质蜂产品基地；圈南幕阜山区优质中药材产品基地；英

山、罗田、麻城三县市蚕茧产品基地；圈东南苎麻产品基地等8大农产品特色基地[ 5] , 直接带动鄂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辐射

带动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2 培育鄂西经济增长“双核”, 推动“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力促鄂西经济圈快速成长 

  湖北的经济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发展, 现在仍然是“一强众弱” , 武汉经济“一市独大”的基本格局, 其他

市、州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武汉作为湖北经济发展的中心增长极, 目前还处于成长发展的初级阶段, 虽然可以直接带动鄂东

地区的发展, 但尚不能完全发挥中心增长极成熟期的辐射带动作用和产业梯度转移作用, 对鄂西地区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尚不

明显, 因此鄂西地区本身也需要有能够担当带动周边城市产业发展的本地“引擎”角色。纵观鄂西8市, 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过

千亿元仅宜昌和襄樊两市, 而宜昌和襄樊两市分别处于鄂西南和鄂西北边缘, 经济实力相当, 但都远落后于武汉, 难以直接担

当湖北乃至鄂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增长极、次中心增长极。因此, 可将宜昌和襄樊定位为带动鄂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双

核”。 

培育鄂西地区宜昌、襄樊经济增长“双核”, 首先要以宜昌为中心, 以荆门、荆州为支撑, 构筑宜昌———荆门———荆

州的“品”字形城市群；以襄樊为中心, 以十堰、随州为支撑, 构筑襄樊———十堰———随州的“一”字形城市群。要借鉴

鄂东“1 +8”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模式和成功经验, 统筹“宜(昌)荆(门)荆(州)”和“襄(樊)十(堰)随(州)”两大城市群产业发

展规划, 全面整合生产要素, 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大力推进两大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

场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体制创新一体化、招商引资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宜荆荆”城市群的建设, 要以长江“黄金水道” 、

汉宜铁路、汉宜高速为依托, 充分发挥宜昌在电力、磷化工、食品加工、医药等方面产业优势, 荆门在石油化工、轻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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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等方面的产业优势, 荆州在食品加工、磷化工、汽车汽配等方面的产业优势, 着力培育电力、化工、食品、医药、轻纺等

支柱产业。一方面直接带动“宜(昌)荆(门)荆(州)”城市群发展, 另一方面与“襄(樊)十(堰)随(州)”城市群联动呼应, 复合

带动带动鄂西经济社会发展。“襄十随”城市群的建设, 要以襄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载体, 以汉十高铁、汉十高速等

为依托,充分发挥襄樊乘用车、重卡, 十堰“汽车之都”和随州改装车、特种汽车的比较优势, 做大做强东风乘用车和商用车、

中航精机、骆驼蓄电池、新火炬轮毂轴承等品牌, 全面提升“中国汽车工业走廊”的整体实力, 进一步壮大湖北汽车产业。一

方面直接带动“襄(樊)十(堰)随(州)”城市群发展, 另一方面与“宜(昌)荆(门)荆(州)”城市群联动呼应, 复合带动鄂西经济

社会发展。 

鄂西地区经济的发展要以襄樊和宜昌两个副中心城市为“双核” , 以“宜(昌)荆(门)荆(州)”和“襄(樊)十(堰)随(州)”

两个城市群为支架, 重点培育汽车、水电、化工、食品、旅游、装备制造、建材、生物医药、生态农业等支柱产业, 再依托鄂

西地楚文化、三国文化、巴土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四大文化体系的旅游资源优势, 以旅游业为链条, 将两个城市群以及恩施和神

农架连结在一起, 形成由宜昌、襄樊、十堰、荆州、荆门、随州、恩施、神农架等8个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圈内将重

点打造:长江三峡观光度假旅游区、神农架原始生态旅游区、武当山道教文化遗产旅游区、三国文化旅游区、恩施生态旅游区和

大洪山历史文化旅游区等六大核心生态文化旅游区；十堰———襄樊———随州的汽车汽配产业带；十堰———襄樊———随

州———荆门———宜昌———荆州的化工产业带；宜昌———襄樊———荆门的电力产业带；以宜昌、襄樊为中心, 荆门、

荆州、十堰、随州、恩施、神龙架的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2大产业带。从而实现以发展旅游为纽带,

提高城市、区域之前的合作与协调能力；以6大产业带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全面推动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3 打造长江、汉十经济“两带”, “两圈”驱动“两带”, “两带”传动“两圈” 

  从物理学角度来看, 鄂东圈和鄂西圈之间的经济联动发展需要必要的传动带, 长江作为连接东中西部地区的“黄金水

道”, 是中部和国家产业发展经济主带, 完全具备作为湖北经济传动带的必要条件。长江经济带作为湖北经济发展的主带, 可

以直接传动“两圈”、“宜荆荆”城市群以及湖北长江沿线城镇的互动协调发展, 但却难以有效传动武汉城市圈和鄂西北地区

的联动发展, 因此在鄂东圈和鄂西圈之间还需要一条经济传动带。根据鄂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和交通运输情况, 可打

造“汉十经济带” , 直接传动“两圈”、“襄十随”城市群以及湖北汉十沿线城镇的互动协调发展。 

湖北长江经济带, 是西起巴东县, 东至黄梅县,以武汉为中心枢纽, 以宜昌、荆州、鄂州、黄石、咸宁、黄冈、恩施等8 个

大中城市为关键节点, 由沿江25个县(市)为依托, 充分发挥传承和扩散功能, 呼应浦东新区建设和西部大开发, 东引西联, 积

极承接产业转移, 打造的冶金、电力、轻纺、服装、光电、信息、化工、医药、食品、建材、造船等先进制造业密集的经济带。

从经济实力来看, 以武汉等沿江8个大中城市和25个县(市)、7万多平方公里地域面积构成的湖北长江经济带2008年创造的生产

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占全省67.5%和60.7%, 在全省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6] 。资源禀赋来看, 沿长江经济带

城市水能、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加工基地；已经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带、先进制造业带、优质

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带和沿江快速大通道。武汉市是长江流域经济带中段的最大城市和交通物流商贸科技中心, 长江三峡是世

界最大的水电基地。稠密的人口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湖北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武汉“两型社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 使湖北长江经济带实际上不仅是长江中游最富实力的区域, 也是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因

此, 长江经济带既是湖北鄂东圈和鄂西圈经济联动发展的传动主带, 将直接传动武汉城市圈、“宜荆荆”城市群以及湖北长江

沿线城镇的互动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又是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梯度发展、产业转移、东引西联的载体和重点区域, 是

长江流域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国家层面的经济传动带。 

汉十经济带是以武汉为龙头, 以孝感、随州、襄樊、十堰等大中城市为支点, 沿汉十高速、汉十铁路打造的武汉———孝

感———随州———襄樊———十堰的汽车制造、机械装备、光机电一体化、轻纺、食品、卷烟、化工、建材等生产基地互动

发展的产业密集带[ 7] 。汉十高速公路全长400多公里, 既是连接我省中西部的重要通道, 也是我省的汽车工业走廊。汉十高速

公路孝襄段东与京珠高速公路互通, 由京珠高速公路与武汉城市经济圈相连, 并接上沪蓉高速湖北段的宜(昌)黄(梅)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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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与已通车的襄(樊)荆(州)高速公路连成一体, 组成了湖北腹心地带的高速公路网络。汉十高速公路对湖北经济的整体发

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对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促进中部崛起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湖北而言, 汉十经济带是除长江经

济带外, 连接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另外一条纽带, 是湖北鄂东圈和鄂西圈经济联动发展的传动副带, 将直接传

动武汉城市圈、“襄十随”城市群以及湖北汉十沿线城镇的互动协调发展。 

总的来说, “两圈” 、“两带”都有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但是绝不能孤立地各自发展, 务必要纳入湖北产业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性布局。只有以“两圈”为引擎, 以“两带”为传动, 以汉宜、襄宜、襄荆、荆宜、京珠、武黄、黄黄高速

为城市枢纽, 以汉十、汉宜铁路和汉宜高铁为发展依托, 以长江、汉十经济带为传动, 将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紧

密衔接成网络整体, 形成“双轮复合驱动、双带交叉传动”的发展模式, 才能最终实现“两圈两带”优势互补、相互联动、协

调发展的局面, 有力推动湖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实现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走在中部崛起发展前

列的奋斗目标, 培育国家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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