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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提升研究 

李静芳 

【摘 要】在产业集群的区域内，企业之间共享资源，相互依赖，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和行业的发展。湖北省的

产业结构近年来发 展并不是很理想，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偏低，产业的发展偏散，

规模不够大。从形成 机理上，阐述了湖北省产业集群的三种类型及其特点，研究表明，湖北的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北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产业集群；区域竞争力；湖北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从早期的马歇尔到现代的管理学大师迈克·波特，都从实证和理论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同产业和相关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大大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

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也逐渐被理论界和地区政府所重视。 

一、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集群状况 

1.湖北省的产业结构。2005 年 8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湖北，提出了“使湖北真正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

点”的殷切希望。九省通衢，湖北省具有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在中部各省中，湖北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位居前列，

有着良好的商业基础和工业基础。随着湖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定在东部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向东部

输送中发挥枢纽作用。但是，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近年来发展并不是很理想。下表摘录了 1981-2005 年湖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 

三大产业结构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经验数据，人均收入水平 1000美元时，发达国家的三大产业的比重为 18.6%、

31.4%、50%，此阶段也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点，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半，凸现“财富效应”。

从 1990年开始，湖北省的第三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到 2004年后超过了 40%，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体水平并不高，与发达国家

以及国内先进的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后工业化的标志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领先，湖北省离后工业化还

有一定的差距，根据统计口径，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偏低，产业的发展偏散，规模不够大，这

也是影响湖北省区域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根据区域竞争力分析，1985 年-2001 年间，湖北的产业竞争力在全国的排位是逐渐提

升的，从第 22 位上升到第 8 位，但是，从 2002 年开始，排位逐渐下降，从第 1 位下降到 2004 年的第 15 位。大力发展产业集

群，推动产业规模的扩大，以此带动区域竞争力是湖北省政府需要大力引导和宏观调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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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省的产业集群状况分析。国内学者专门分析湖北省的产业集群的论述并不多，涂人猛以武汉为出发点，描述了武汉

城市圈产业集群的现状，即武汉初步形成以武锅为中心的机械制造工业区，武船为中心的船舶制造工业区，武汉纺织工业为基

础的轻纺工业区，青山石化为中心的石化工业区以及在政府引导下形成的武汉沌口汽车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他指出从总体看来武汉城市圈产业集群规模较小，专门化程度较低，产业的关联度不强，缺少标志性产业

和支柱产业。毛汉英根据产业分布状况对湖北省的产业集群进行了归类，也从武汉城市圈出发，提出从长远发展看，武汉城市

圈具有区际意义的产业集群主要有：光电子通信产业集群(武汉东湖)、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集群(武汉沌口及东西湖地区)、汽

车整车制造产业集群(武汉沌口)、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武汉、黄石、孝感、黄冈、潜江、天门)、钢铁及钢铁产品深加工产业

集群(武汉、鄂州、黄石)、金属制品产业集群(孝感、鄂州、黄石、潜江)等 15个。 

从形成机理上看，湖北省的产业集群的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利用自然资源自发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群，从生态学的角度来

看，也称为原生型产业集群，也有学者称为内生型产业集群；一种是政府行政色彩浓厚的产业集群，主要是政府出土地出政策，

吸引相关企业落户，也称为嵌入型产业集群；一种是地区自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形成的产业集群，有点类似于衍生型产业集群。

嵌入型产业集群和衍生型产业集群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学者也将两者合并称为嵌入型或衍生型产业集群。通常来说，开始

时纯粹的由政府出土地出政策，吸引相关企业落户，随着产业集群通过发展，会逐渐向衍生型产业集群演变。 

 (1)湖北省的原生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最初的形成是利用和提升地区的地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德国的 Soligen

的刀具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当地丰富的铁矿资源、木材资源和水利资源；意大利的 Carrara 的石制品业得益于当地丰富和高品

质的大理石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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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的原生型产业集群主要是县域型和小城镇的产业集群。湖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5 年 3 月 2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湖北省县域已有 80多个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产业集群，例如，仙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基地，大冶成为全国最大的保健

酒生产基地，鹤峰成为全国最大的氨基酸生产基地，通城成为国内最大的涂附磨具生产基地和第二大云母生产基地。随州市三

里岗香菇产业集群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集散地，并且成为中国香菇出口第一镇。蔡甸索河镇有劳保手套和五金制锅两个产业

集群，生产的劳保手套和铁锅分别占全国市场的 40%和汉正街市场的 100%。湖北这些以自发为主形成的产业集群主要是依赖资

源优势或者当地的特定劳动技能，但是，这种原始的产业集群优势往往会因为技术创新和资源的转移而弱化或者消失。从 2001

年开始，全国的百强县市评比中，湖北省一届不如一届。在第一届中，湖北有仙桃、潜江、襄阳、枣阳、宜昌和天门六个县入

选。第二届中有仙桃、枣阳入选；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只有仙桃入选，而且第四届评选结果显示，仙桃下滑至 97位；第五届和 2006

年的第六届评选结果中，湖北省没有一个县市入选，而刚刚发布的 2006 全国小城镇综合发展水平 1000 强名单中，湖北省也没

有一个小城镇入选。 

总的来说，湖北省的原生型产业集群力量较弱，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对经济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2)湖北省嵌入型产业集群。湖北省的嵌入型产业集群通常带有很浓重的政府导向色彩，通常是以某个大型企业为中心构

建，湖北的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就属于此种类型。东风汽车公司 1969 年成立之初以二汽的身份选址在湖北的山城十堰，1984 年

在湖北襄樊基地规划总面积 1.2万亩，迄今已经建设一个集整车生产、配件服务、汽车试验等配套设施完备的的汽车工业基地，

都是政府力量主导。政府试图以东风汽车公司为中心，打造一个汽车整车和配件制造的嵌入型产业集群。事实证明，这种政府

导向的产业集群发展并不理想，2003 年东风汽车公司出于市场的选择，还是将总部地址迁往武汉。十堰、襄樊作为中国较早发

展的以汽车整车与配件制造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太过于依赖总公司，竞争力不强。东风神龙汽车公司的零部件采购不得不舍近求

远，40%的零部件供应商选择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一带；仅有 30%的零部件采购来自武汉及周边城市。调查显示，湖北省的汽车

零配件的生产多数是重复的简单再生产，企业以生产低端产品为主，地区内企业相互竞争，没有形成互补优势，导致东风集团

不得不向湖北省外采购。 

湖北是产钢大省，拥有武钢、鄂钢、冶钢等钢材研发和生产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但是钢铁产品的后加工企业薄弱，湖北

所谓的钢结构产业集群都是从原来的钢铁企业剥离，依赖性过强，竞争力薄弱。湖北的钢铁企业处于“孤军奋战”状态。纵向

没有构成完整的链条，横向不能“成群”，产业发展缺乏“邻里效应”。在有限的市场环境中，钢铁生产上游企业产品还没有

形成较大的规模，与现有的钢铁生产能力不配套，如矿石不够、辅助材料不够；钢铁生产与用钢产业的需求不对称，如湖北汽

车产业生产能力强，但其需要的型板、型材却多产自外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湖北市场钢结构项目订单中约有六成被外地企业

拿走。 

湖北省嵌入型产业集群没有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围绕在核心企业周围的小企业习惯于依赖大企业而缺乏竞争力。 

 (3)湖北省衍生型产业集群。与前两种形态的产业集群相比，湖北省衍生型产业集群是发展得比较好的一种集群形态。依

托已有的自发形成的人力或者产业优势，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相关企业入户，并争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推动了该地区的产业集群

的发展。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典型的衍生型产业集群，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仅次于北京

中关村的中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高新技术人才资源，2004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50 平方公里范围内集聚了

18 所高等院校，56 个省部属科研院所，65 个国家重点学科，1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7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3 名两院院

士，20多万名各类专业科技人员，35万在校大学生。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知名光电子生产企业包括长飞光纤光缆公司、烽火公

司、NEC日电公司、武汉邮科院、华工激光公司、楚天激光公司、团结激光公司、NEC移动通信公司、武汉精伦电子公司等。该

地区光电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武汉市政府的引导是分不开的。长飞光纤光缆公司 1987 年在做选址决策时，武汉市政府及时将交通

等基础设施配套，并将该公司门前的路命名为长飞路。在当时，武汉市政府的意识还是比较超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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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产业中，武汉市东西湖区利用当地的交通优势和已有的物流集散地优势，积极建设武汉国际物流园，该园还在建设

过程中，就吸引了美国普洛斯公司，该公司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与东西湖区政府签约，合作将其打造成华中最大物流集散地，

必将促进武汉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推动当地已有的产业集群的发展的做法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 

二、提升湖北产业集群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湖北的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2006 年 10月湖北省经委出台了

“关于促进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指导制订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强人才培训、指导

产业集群推进科技进步、加强与金融部门联系与协调、支持产业集群开拓市场、加强煤电运的管理与协调、加强产业集群的监

测、加强产业集群服务体系建设和加强领导共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非常全面，有较强的指导性，不过具体操作中，还需要结

合湖北省产业集群的现状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1.湖北省原生型产业集群的提升。资源的有限性和可以取代性决定了原生型产业集群必须把握并且找寻新的核心竞争力才

能够提升自我。湖北省是我国农业核心生产区，可以结合本地区农产品结构上的特点，大力发展现代食品制造业、水产加工业。

以德国的 Soligen的刀具业为例，当电力代替了水力、在锻造上煤代替了木材、高质量的钢铁更容易获取后，Soligen的自然优

势逐渐消失，但是，该地区把握住刀具制造的关键性的专业知识，借助品牌效应，终于保住了刀具制造的王牌地区称号。湖北

省原生型产业集群的提升关键在于推进科技进步，让地区集群产业与时俱进，另外，还需要配合地区性品牌的强势推广。例如

京山大米、三里岗香菇采用地区性品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湖北省嵌入型产业集群和衍生型产业集群的提升。湖北省嵌入型产业集群和衍生型产业集群的提升关键在于遵循市场机

制，这两种产业集群是湖北省第二、三产业的主导力量。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湖北省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有着较好的教育

资源基础，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不够，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够，省政府需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深入进行产

业结构的调整，由重投入、重规模转变为重知识、重创新，由拼成本、拼有形资源转变为拼智力，开发无形资源，增强产业自

主创新能力，更多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新商机。另外，地区政府需要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特别是针对地区性的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明确招商引资的方向，增强地区内产业集群的互补性和科技含量。只有以市

场机制为导向，推动当地已有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才能够更好地提升湖北省嵌入型产业集群和衍生型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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