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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分析了襄樊市的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背景下, 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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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 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中游, 是一座具有2 800 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市辖枣阳、老河口、

宜城、襄阳、南漳、谷城、保康7 县(市)。市域总面积1.97 万km2 , 总人口578 万人。区域内经济欠发达, 属于经济转型期的

中等城市。在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基础上, 探讨襄樊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 

1  襄樊市综合开发的自然和社会基础 

1 .1 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 

襄樊是承东启西、南北交汇的中心和湖北汉江商业走廊的中心城市, 既有交通便利的地利, 又有市场腹地广阔的优势, 其

辐射范围覆盖汉江中上游地区, 并与长江产业带、陇海产业带相衔接。现已形成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相互衔接的立体

交通运输体系。汉丹、襄渝、焦枝三条铁路大动脉的汇合点；3l6 、207、312 国道横贯其中；另外还设有襄樊海关等,将为该

区域货物进出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在直线距离上, 襄樊同全国各省会的平均距离为970km, 距其它省会超过1 200km 的仅

东北三省和新疆、西藏, 说明襄樊到各省的距离比较平均, 这为襄樊同其它省市的物资流通、信息交流、经济合作提供了便利

的交通条件。 

1 .2 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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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有大小河流600 多条, 正常年过境水量约400 亿m3 。境内汉江全长216km, 流域面积17 357.6km2 , 占全市总面积的

88 %。矿产较为丰富, 种类多样, 属湖北省主要矿产区之一。全市森林总面积约1 300 万亩, 其中用材林约900 万亩, 各类林

特产品500 种。2005 年土地资源管理取得成效, 全市常用耕地面积400.62 千ha , 增加了7.7 千ha 。同时城市环境保护力度

加大, 2005 年新增废水处理能力8.09 万t 日, 废气处理能力5.72 万标m3 h[1] 。这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

资源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1 .3 旅游资源 

襄樊市的旅游资源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为主, 人文与自然资源相互配合。襄樊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有2 800 多年的建

城史, 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市内有古隆中、米公祠, 古城池等7 大风景区。文物古迹或风景名胜点达700 多处, 其

中国家级景点8 处, 省级景点30 余处, 其中古隆中为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 

1.4 人口、就业与人民生活水平 

全市2005 年末总人口为577.22 万人, 其中市区人口为218 .49 万人。据统计, 区域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8.23%。全市

出生人口4 .82 万人, 人口出生率8.3 ‰；全市死亡人口2.71 万人, 人口死亡率4.69‰, 人口自然增长率3.61‰。市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8 145 元, 比上一年增长7.84 %, 人均消费性支出6 554 元, 比上一年增长8.3%；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 191 元, 增

长4.27 %[ 2] 。 

1.5 社会经济基础[2]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全市已形成以汽车、纺织、医化和高新技术等四大产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区域产业结构明显表现

出工业化发展的变化特征。第一产业地位逐步下降, 第二产业逐步壮大并已成为区域经济的主体, 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表1)。工

业内部结构比例相对稳定, 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经济差异明显, 总体上呈现出经济欠发达的特征(表

2)。襄樊市外向型经济规模小, 增长缓慢(表2)。 

2  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在总结过去区域开发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经济

发展和综合开发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3] 。通过上述分析,影响襄樊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

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转换水平低, 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欠协调, 有待于建立合理的产业和空间结构；②经济外向型较低, 主要

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上经济规模小, 增长速度慢；③县域经济发展欠佳, 县域经济总量指标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下降, 县域经济

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④农村经济形势低迷, 襄樊是一个农业大市, 但不是农业强市, 其农业经济增长

速度慢, 结构调整慢；⑤地区内部各县市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差距较大。如何在兼顾效益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地

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 直接关系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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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3 .1 围绕中心城市, 打破行政区划局限, 实现区域经济资源整合 

襄樊市为了实现“建成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走在中部同等城市前列” 的战略目标。必须

充分发挥区位交通和周边城镇相对密集、人口与产业较为集中的优势, 优化和整合资源, 实现区域内城镇合理分工和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 形成强有力的群体效应,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4] , 更好地发挥其对省域西北部地域和西南部地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与武汉一起, 形成“ 三足鼎立” 之势, 带动全省城镇整体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几乎是和经济全球化平行发展、相互促进的一股历史潮流[ 5] 。区域经济既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区域概念, 也

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域概念, 而是具有密切经济联系和某种经济特征的经济地理区域[ 6, 7] 。就襄樊而言, 建议以襄樊建成区为主, 

尽快制定和出台以形成“ 襄(襄樊建成区)河(老河口)宜(宜城)” 经济圈相关规划和政策。加强对公路、铁路、港口的整合, 形

成快速便捷、功能完备的交通体系, 重点建设经济圈内“ 市、县、乡” 三级公路交通, 形成环状蜘蛛交通网, 进而使经济圈

“ 市县乡” 大小城镇联网畅通, 实现“ 同城效应” 。同时可以把“ 襄— 河— 宜” 作为一级增长极进行重点开发, 其它

连接这3 个城市的县乡, 作为二级或三级增长极进行开发。逐步形成以3 城市为支点, 其它县域为补充的点轴式的复合型经济

支柱。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经济轴线的延伸, 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发展。 

3 .2 加大主导产业的发展力度, 促成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整体上看, 襄樊市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由改革开放前的“ 一、二、三” , 发展到现在的“ 三、一、二” , 

标志着襄樊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要大大提高第三产业、开放型经

济和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8] , 促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外向化、现代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确保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首先要依靠科技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农业经济的层面上看主要是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加

大农业科普知识的普及；工业层面上:①加大力度发展汽车工业, 把襄樊发展成为中国内陆的“ 汽车城” 。襄樊处在十堰至武

汉汽车工业带的中心, 是东风汽车公司发展重型柴油车、轻型车以及小轿车的重要基地, 建有全国唯一以汽车冠名的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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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和亚洲最大的试车场；②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襄樊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 国

牌” , 举全市之力支持高新区建设, 把高新区真正建成全市经济发展的火车头；③改造提升纺织工业。加快纺织企业改制进程, 

鼓励跨地区、跨行业进行资源整合重组, 不断壮大企业规模, 同时加快化纤工业园建设, 促进纺织化纤企业向园区集聚, 走先

进化技术、系列化加工、集团化经营、国际化销售的发展道路, 全面推进纺织工业提档升级。其次利用襄樊市得天独厚的旅游

资源, 大力开发和发展旅游业和餐饮业的发展,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3.3 注重农村区域综合开发 

襄樊市是一个农业大市, 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市社会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必须借助新农村建

设的热潮, 加强农村区域的综合开发。 

3.3 .1 加强中心镇建设。按照城市发展的时代要求, 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框架出发, 对农村地区应“ 农村工业化、

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大战略一起抓。这就要求现阶段必须将“ 乡镇企业、中心镇与农业产业化” 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以中心镇为载体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中心镇作为农村区域内经济中心的作用, 并通过先进的农业装备提高农业的生

产效率。 

3.3 .2 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是解决当前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

途径。许多农民想致富, 但因不了解市场信息, 种啥养啥常处于盲目状态。而中介流通组织却犹如农民的眼睛与双脚, 通过为

农民提供中介服务, 使农民准确把握市场脉搏, 能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自己的产业, 实现农产品货畅其流。同时应充分发挥县、

乡农业经济服务部门以及乡村农业技术员的作用,建立起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指导

与技术服务。 

3 .3.3  解决农村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要有创新的思维。我们要把劳动力转移、结构调整、多种经营等作为农民增收的主

要动力源。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 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 用现代工业理念“ 经营农业” , 逐

步形成“ 一村一品” 和“ 一镇一业” 特色, 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同时也可以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将土地作价

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 确保农民“ 失地不失业” 。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 向具有资本实力的“ 三资”农

业积聚,这样既解放了农民, 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又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确保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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