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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湖北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对策 

潘峰 

湖北省委作出了推动湖北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部署， 而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则是实现全省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举措。 

一、湖北县域经济具备跨越发展的基础 

1、具备跨越发展的实力基础。“十一五”时期，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跃上了新台阶。2009 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7208.57 亿元， 在2005 年的3470 亿元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多；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3.2%提高到56.2%，对全省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3%。县域经济“半壁江山”已经形成，跨越发展的实力基础已经具备。 

2、具备跨越发展的速度基础。“十一五”时期，湖北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24.1%和26.8%，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9 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5%，创2002 年以来新高；县域经济主要

指标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展示了县域经济具备跨越发展的速度基础。 

3、具备跨越发展的结构基础。湖北跨越发展，主导的因素在工业。近年来，湖北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

增加。2009 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363.75 亿，占县域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到32.8%，比上年提高4.2 个百分点。

县域三次产业结构为23.0：43.4：33.6， 第二产业比重与上年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 

4、具备跨越发展的设施基础。“十一五”期间，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3.2 万亿元，是“十五”时期的3.2

倍，年均增长约30%，巨额的投资，建起了可以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基础设施。我省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正进一步提升， 武

汉成为全国综合交通枢纽试点城市，火电、水电、核电和其它新能源等全面发展。5 年来，全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效明显，

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大型泵站更新改建， 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顺利实施。较为完备的设施条件为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 

5、具备跨越发展的政策基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8 个文件， 提出“一

主三化”发展县域经济的方针，建立和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和方法，实行每年考核，每年排序，每年表彰。省

委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行争先进位考核奖励制度， 极大地增强了各地争先进位的积极性和紧迫感。这些做法长期坚持， 已经

形成了湖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激励机制。 

6、具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基础。近年来，通过科技进步，全省县域经济传统产业提升步伐加快。2009 年，全省县域工业企

业完成技改投资 1079 亿元， 增长 55.2%，高出全省 13.3 个百分点，高出上年 9.1 个百分点。科技进步提高了产品质量，2009 

年全省县域新增 6 个“中国驰名商标”，总量达到 24 个，占全省的一半。“湖北名牌”达到 349 个，占全省的 60%以上。名

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成为推动湖北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先锋力量。 

二、湖北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主要潜力 

1、发展经济总量潜力大。湖北县域经济总量与全国先进地区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湖北县域经济前20 强县的平均生产总值

仅只占全国百强县平均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湖北县域经济前20 强县的平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只全国百强县平均财政一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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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的五分之一。与中部地区相比，湖北的优势也在减弱。在中部地区县均生产总值， 河南超过了湖北。县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湖北排列末位。 

2、优化经济结构潜力大。县域经济中第一产业占比为23%， 高出全国8 个百分点，表明在县域经济中，农业产业化的潜力

巨大。湖北省是农业大省，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深化对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降低第一产

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提高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 湖北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有可为。因为自然的气候及生态条件， 

湖北农产品品质优良，以优良的农产品作为原料，生产加工出的商品将会倍受消费者青睐。我国的优质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

比较的优势。我国肉类加工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5 成， 我国水果类加工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4-7 成。湖北县域经济面向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而可以带动农业的发展。 

3、扩大产业规模潜力大。湖北现有3000 亿元的产业1 个，即汽车产业；2000亿元的产业4 个， 即钢铁产业、石化产业、

食品产业和装备制造产业，这些大产业的龙头企业， 主要是国有的或国字头的企业， 县域经济中的相关产业与之配套的产业

链还有待加强。目前各县市区均有开发区， 但其硬件设施和软件功能有待提升。县域经济中的产业集群竞争力不高，销售收入

过50 亿元的产业集群仅36 个，不到全部集群的18%。多数集群规模不大，龙头企业规模不够，核心竞争力较弱。 

4、提升经济质量潜力大。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但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中有着许多优秀的企业，但确实也

有一些企业技术力量弱， 原料消耗高，环境污染大，经济效益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县域经济的质量，要求扩大企业规

模，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科技含量，降低原料消耗，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 因而提升县域经济的质量潜力大。 

5、优化经济环境潜力大。目前，在县域经济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上有待完善。县级政府对经济调控的空间很小， 手段不足，

能力有限；尤其是当前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后，县域经济面临着融资困难、土地供给矛盾、发展空间狭小等

制约较为突出。县域经济中的企业规模较小，成长能力较弱，需要政府和社会构建对企业服务的体系。而现实状况是，这种服

务体系还不完备，政府服务体系缺少机制，社会服务体系缺乏素质。 

6、提升人才素质潜力大。湖北省是人才大省，但是人才分布不合理。中心城市人才多，县域城镇人才少；教育卫生领域人

才多，工业经济领域人才少。县域经济的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较低， 科技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高新技术人才、

高层次管理人才以及懂经济善管理的企业家尤其奇缺； 县域经济人才需求大，然而县域经济人才引进难，人才留住难。发展县

域经济，提升人才素质潜力大。 

三、推动湖北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措施 

1、走县域经济工业化道路。工业兴则县兴，工业强则县强。湖北省县域经济普遍进入工业化的阶段， 绝大部分县域经济

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 当前县域经济应该坚持走工业化道路。根据产业发展速度的规律，只有第

二产业的跨越发展，才能牵引第一产业的跨越发展， 才能推动第三产业的跨越发展。因此，湖北发展县域经济要坚持以工业化

为核心，大力实施“工业强县”、“工业兴县” 战略和中小企业“成长工程”，通过工业化的跨越发展，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

发展。要加强对县域内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的支持， 集聚一批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延长

产业链，增强县域工业企业的竞争力。 

2、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毫不动摇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重点抓好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的发展，在46 个粮食主产县(市、区)建设高产农田500 万亩，发展水稻、小麦、油菜、林木、棉

花、蔬菜、干鲜果、肉类及水产品等加工项目，形成规模效应，将我省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为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强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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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从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看， 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关键点在城镇。要按照城乡统筹一体化的要求，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 坚持软件硬抓，硬

件精抓，优化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镇形象， 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镇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跨越发展拓展空间，坚持

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项目区)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好城镇建设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鼓励各类企业向

县城和中心镇集中。 

4、壮大县域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跨越式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走出

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组织引导上，特别需要

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 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

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 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

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发挥优势， 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

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要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确保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投资领域、项目审批、融资担

保、城市建设、税费征收、银行贷款、财政贴息、股票上市等方面享受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政策和待遇。 

5、调整县域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也是提升县域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县域经济竞

争力的根本途径。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行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创新发展。加快农业产业调整，要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培育和完善县域市场体系， 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

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 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加快工业调整，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

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走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低、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大力提高工业经济在县域经

济中的比重，使工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加快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制定和完善服务业发

展规划，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 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

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6、优化县域经济环境。优化环境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着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服务思路，拓

宽服务领域，创造宽松的宏观社会环境、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加快发展的政策环境和高效快捷的服务环境，努力形成“磁场

效应”，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完善财政“省管县”体制，实行财政激励政策，增加对县市财政转移支付。不断扩大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规模， 重点支持创新意识强、创新人才密集、发展潜力大、管理机制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

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行业市场信息发布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方向。鼓励和支持企业以股权融资和发行债券的方式

筹措项目资金。大力改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和信用环境， 努力形成有利于吸引投资的长效机制。转变政府职能，

完善人才培训、创业辅导、信用担保、信息咨询、技术创新、科技服务等服务体系。S 

（此文系湖北省软科学研究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0DEA024-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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