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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业化进程测度与提速对策 

陈元江 

（湖北经济学院统计与应用数学系，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用“一、二产业产值比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率”、“一、

二产业就业比例”四个指标加权综合测度我国工业化进程是科学适用的；实证表明湖北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

沿海发达地区比有差距；要加速湖北工业化进程，主要应从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发展二级中心城市，形成新的产业

链，打造品牌产品，加强项目管理五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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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中部腹地，建国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工业基础，面对国家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客观、准确地测度评估湖北的

工业化程度，分析研究湖北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对于湖北抓住机遇，加快速度实施“工业兴省”，实现中部率先崛起目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工业化进程的测度方法 

工业化进程的测度方法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其争议的焦点在测度指标的选择及其阶段的划分上。西方学者测度工业化

的指标比较简单，主要有H·钱纳里按人均收入划分工业化阶段； 霍夫曼以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比例划

分阶段；库兹涅茨、克拉克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从业人员比重划分阶段。这些测算方法在实测中国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比较

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时，常得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甚至相悖的结论。国内学术界倾向于用一套指标体系来测度中国的工业化进

程或新型工业化进程，但各种指标体系共性问题是指标过于繁杂，数据取得困难，可操作性差。笔者经过理论研究和反复实证，

决定把一般的工业化进程与新型工业化要求统筹考虑分别测度，用描述性指标体系测度工业化进程及其所处阶段，用质量分析

指标体系评价是否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在选择指标构建工业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时，从工业化最本质的内涵出发选择了第

二产业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为核心指标，对与工业化关联的众多特征量，分别与核心

指标联系分析，计算相关系数，弄清相关程度， 并进行同一总体纵向和不同总体的横向比较。选择了“一、二产业产值比例”、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率”，“一、二产业就业比例”4 个指标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统计测度指标体系。 

选择用指标体系测度工业化进程，如何综合测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就成了关键环节。综合测定采用了加权算术

平均法，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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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为综合等级阶段值；Ki为各指标等级阶段值；Wi为各指标权数值。 

运用上式综合测定工业化进程状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划分阶段，确定各指标的等级阶段值（Ki）；二是给各指标权数赋

值（Wi）。 

工业化阶段的划分，H·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世界许多国家经济数据资料的研究，提出

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划分为 6 个时期 3 个阶段，这种划分既简洁又反映了进程差异，可作为阶段划分的基础。对各时期、阶段

等级值的确定，国内学者考虑到随时间推移用美元缩减指数进行换算，有其合理性。但近年来，国内外普遍认为，人民币对美

元的汇率偏低，人民币对美元的币值被低估， 故 2000 年后不必再用缩减指数调整。其余 3 个指标比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统

一划分为 6 个时期 3 个阶段，其等级值的确定，参照国内外学者研究中提出的某些数量界限，采用等距分组确定各时期等级值

的组限，用我国和各地区资料实测，证明是合理、有效的。现将各指标时期、阶段划分集中列表如表 1 所示。 

 

为了合理确定各指标权数，首先从工业化的科学含意出发，确定核心指标；然后用其他指标与核心指标作相关分析，确定

相关程度；再用全国及分地区资料进行试测，检测指标的敏感性和结果的说服力。工业化进程是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国内生

产总值中，一、二产业产值比例是最直接反映工业化进程的核心指标，根据相关分析和实证分析，4 个指标依次排序为产业产

值比例、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产业就业比例，并确定其对应权数为0.4、0.3、0.2、0.1。 

二、湖北工业化进程测度与比较分析 

关于湖北工业化进程测度与评价，评估者采用不同的资料和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验证前述指标体系的合

理性、有效性，也便于对湖北工业化进程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在对全国及各省、市、区试测的基础上，列出湖北及全国部分地

区的实测结果如表2、表3 所示。 

上述测算结果可以作纵横比较和构成因素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湖北工业化过程和现状。以求对湖北工业化进程状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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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清楚的客观的认识。 

（一）湖北工业化进程动态分析 

表2 测算结果显示湖北工业化取得较大成绩，在“七五”计划后期走出初级产品阶段，进入工业化初期，“九五” 计划后

期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十五”计划后期的2005 年综合等级值2.67 级， 接近工业化中期水平。前期进程的趋势是平均每5 年

提升0.5 级左右，按此速度推算湖北到2020 年前才能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经济阶段。 

分指标观察动态，一、二产业的产业结构比例 

在“九五” 期间变化最大，“十五” 期间增速放缓，“ 十一五” 开局良好，2006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3363.76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20%，一、二产业产值比例提高了0.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 个指标中增速最快的，“九五”、“十五” 的环比

速度分别为71%、86%；城市化率在“十五”以前增长缓慢，“十五”期间增长了15.73%；第二产业就业比例“九五”以来没有

多大变化。可以看出湖北的工业化进程主要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三大产业结构优化来拉动，而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

较差，这与湖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在改制中裁员多有很大关系。 

（二）湖北工业化进程横向比较 

湖北工业化进程横向比较，用2005 年资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比较： 一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比；二是与沿海发达地区比；

三是与中部省份比。 

湖北综合等级值2005 年低于全国0.46 级，分指标观察除城市化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余3个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中，一、二产业产值比例的等级值低于全国0.6 级， 这里有湖北是农业大省比例基数比较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湖北的

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沿海的工业发达省份浙江、广东、江苏比相差 2.07、1.86、1.64 级，按湖北前期每 5 年提升 0.5 级计算， 需要 15-20 

年才能达到上述三省目前水平，10 年才能达到山东的水平。其中，浙、粤、苏、鲁产业产值比例超出湖北一倍以上，粤、浙、

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湖北一倍，浙、苏产业就业比例超出湖北一倍以上，湖北城市化率也低于粤、浙、苏、鲁 4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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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业化程度在中部6 省中居第2 位， 仅次于山西。山西是资源大省，采掘工业发达，各指标等级值均高于湖北。特别

是一、二产业就业比例是湖北的2.4 倍，产业结构与湖北的可比性不大。河南与湖北的综合等级值只相差0.2 级， 河南总人口

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也是农业大省，其产业产值比例高于湖北0.3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低于湖北85 元。江西的一、二产业

产值比例与就业比例均高于湖北，说明湖北工业化程度在中部各省中， 只有某些方面的微弱优势，在中部崛起的新一轮竞争中；

周边各省加大了制造业投资力度，工业化速度加快，湖北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把湖北放在中部地区，放在全国范围来观察，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增长速度较慢， 产业结构没有显著优化，特别是工业吸收

劳动力差，与城市人口增长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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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湖北工业化进程速度的对策 

按照中央要求， 要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湖北省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努力把湖北建成中部乃至

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要实现上述

目标，关键在于深入持续地推进“工业兴省”战略，按新型工业化要求，提高速度，加快湖北的工业进程。结合湖北实际，应

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形成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 

湖北工业的产业结构特征是以制造业为主，重工业特重，支柱产业有“山”有“峰”。湖北的工业基本是制造业，采掘工

业净产值只占3%，湖北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矿产资源小省，这种局面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只是要发挥历史上形成的优势，

建成制造业强省。湖北的轻重工业比重2005 年是27：73，2006 年是28.6：71.4， 重工业特重的特征明显。近几年轻工业增长

速度快于重工业，这种发展趋势是合理的，它能充分发挥湖北农业大省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发展纺织及食品加工等轻工业，加

快其发展也可增加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湖北在工业化进程中依次形成了汽车、电力、钢铁、化工4 大支柱产业，2005 年4 大支柱产业净产值为967.13 亿元， 占

39 个工业生产门类净产值的48%。这4 大支柱产业过去在湖北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领头作用，功不可没，但受国家宏观政策、

市场因素、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2006 年增速放慢，特别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其发展有隐忧。湖北的工业化亟需寻找新的

增长点， 从改善产业结构入手，加大发展电子信息、光电机、生物制品、塑料产品和农产品加工等制造业。培养新的支柱产业，

是湖北产业结构调整带战略性的关键问题，要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产业政策制订上精心规划，重点扶持。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主要

靠国家政策、行政协调来推动，市场机制尚未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因此，湖北省宏观决策部门责任重大，要深入思

考，及早布局并采取得力措施保证落实。 

（二）发展二级中心城市，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在湖北的工业化进程中，武汉是龙头，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36.26%。县域经济落后，总量偏小，尚处在工业化初级阶

段，成了各级政府和经济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进行了长期大量的研讨和尝试。除了仙桃等少数县市外，整体状况无多大变化。

江浙、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快有两个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历史上乡镇企业基础好， 颇具规模和水平；二是抢占了改革开放先机，

民营经济发展快。湖北的县域经济发展缺乏上述基础条件，想快速发展是非常困难的。结合湖北省情，应在发挥武汉特大城市

功能，建好以武汉为中心城市圈的同时加快原来工业基础比较好的二级中心城市宜昌、襄凡、黄石、十堰、荆州的发展。湖北

的二级中心城市不仅与沿海的苏州、无锡、宁波、东莞比差距大，与中部地区洛阳、开封、安庆、九江比也有差距。湖北的二

级中心城市基础设施较好，工业基础、技术、人才等具有一定优势，如荆州的轻工产品过去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好影响。只要根

据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作好规划，用好政策，上好项目，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财力发展二级中心城市，先建好了二级中心城市，然

后发挥其幅射作用，带动周边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抓大带小，形成新的产业链 

目前，国家从总体上对工业化的要求，是鼓励走“质量、效益型”道路，但中部地区各省基本上走的是“规模扩张型”的

路子。2006 年河南、安徽、湖南制造业投资增幅在40-70% 之间， 而湖北只有27.5%。加快湖北的工业化进程，既要讲质量、

求效益，又要有大的投资规模，要通过争取大项目，引进外资，建成新的产业基地。 

（四）要分析条件，综合利用资源打造湖北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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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工业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1997 年为4%，2005 年为2.7%，2006 年下降到2.4%。市场占有率下降，应

付帐款增长，产成品占用资金增长。其原因是缺乏鄂货名牌。改革之初，湖北轻重工业品牌在国内市场上还有一些叫得响的品

牌，现在已销声匿迹。要认真总结教训，增强企业的质量意识、创新意识。要向青岛学习，也要向河南学习，例如河南根据自

身条件，在食品加工，电解铝等方面打造了一批有特色品牌产品。另外，要充分运用湖北人才资源优势， 从创新和监管两方面

入手，尽心竭力创品牌。 

（五）加强项目管理，保证可持续发展 

中西部地区为加快发展，千方百计引资，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长，有人形容为“投资饥渴”。国外和国内沿海一些低档企

业，逐步向内地转移，其中有一些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湖北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定要加强对新建项目管理，要坚持

科学发展观，按中共十六大的新型工业化要求发展湖北工业，把节约资源特别是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造福子孙后代作为各级政府审批项目的主要依据之一。制订具体政策，采用有效措施，严把审批项目质量关。正确处理好发展

过程中质量与速度、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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