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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统筹湖北区域发展 

——关于调整我省两个副中心城市的构想 

李晓波 

在武汉城市圈加快发展、加速腾飞的同时，鄂中、鄂西等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政策等原因，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城市发

展远远落后，可以想象，随着城市圈内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将继续加速鄂东地区单极经济快速发展，鄂

中、鄂西大片地区可能被单极强势经济吸纳、抢夺而不断被弱化、边缘化，形势严峻。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了湖

北区域一体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造成了严重的区际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且极大束缚了湖北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更

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影响到湖北加快经济发展、早日实现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目标。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在揭示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规划未来科学发展

道路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它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强调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湖北这样一个地处内陆、经济发

展极不平衡的中部省份来说，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肩负着促进中部快速崛起的

重大历史使命，在新时期、新阶段，保持湖北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湖北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湖北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对于我省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形

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湖北区域发展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近几年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特别是去年以来，以武汉为中心、

周边八大城市共同组成的大武汉城市圈申请成为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后，先行

先试的政策优势不仅大大加速了武汉城市圈内区域一体化进程，极大的促进了圈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湖北加快经济

建设、实现早日崛起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武汉城市圈占全省总面积的31.1%，圈内人口占湖北总人数的

51.6%，城市圈2007 年实现的GDP 超过了全省的60%，其中仅武汉一地GDP 就达到了3142 亿元，约占湖北的35%，而今年，武汉

的GDP 已突破四千亿元大关，一年之内GDP 增长一千亿，成绩喜人。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武汉城市圈加快发展、加速腾飞

的同时，鄂中、鄂西等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政策等原因，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城市发展远远落后，可以想象，随着城市圈内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将继续加速鄂东地区单极经济快速发展，鄂中、鄂西大片地区可能被单极强势经济

吸纳、抢夺而不断被弱化、边缘化，形势严峻。 

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了湖北区域一体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造成了严重的区际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而

且极大地束缚了湖北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影响到湖北加快经济发展、早日实现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目

标，因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03 年，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

的决定》，首次提出，将宜昌和襄樊确定为我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并提出了发展策略：宜昌和襄樊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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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大都市区发展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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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其对省域西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与武汉一起形成“三足

鼎立”之势，带动全省城镇整体发展。宜昌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确立改变了湖北以往“一特五大”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

“一主两副”的经济发展格局，从战略布局上极大缓解了湖北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随着武汉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

是在圈内资源整合速度不断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愈加明显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好好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发挥宜昌襄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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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让他们能够真正肩负起带动和辐射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职责，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整合和辐射带动，以

防止广大鄂中、鄂西南、鄂西北等城市在鄂东城市群快速发展的同时被迅速边缘化，事实上，某些城市经济虽有所发展，但边

缘化趋势也已经凸显。 

二、对于解决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战略是现代社会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现阶段湖北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城市

群组合一般具有三个基本条件：即地理空间形态紧密、交通发达、经济联系密切，我们认为，湖北可以依此建立另两个城市群，

即以宜昌为中心、兼顾荆州、荆门和恩施的荆宜荆都市圈和以襄樊为中心、兼顾随州、十堰和神农架的襄随城市圈，这样的城

市圈构想不仅涵盖了省内所有的二级城市，防止了鄂西部分城市的边缘化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将有效的整合省内各种资源，

消除地区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地区的优势产业重组和结构升级，最终形成三个城市圈之间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一）荆宜荆城市圈：在地理位置上，除恩施以外，其余三地同处长江、汉江流域，域内形态多样，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

商品油生产基地。交通方面有汉宜高速、长荆铁路、荆沙铁路和正在修建的沪蓉高速和汉宜铁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立体域

内交通网，未来几年中，随着交通网的不断完善，圈内各城市均可覆盖在一小时交通网络内，恩施到宜昌也只需两小时，符合

城市群引力半径，同时，各地之间的产业互补性也非常明显，宜昌以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机械电子为特色，荆门以石油化工、

医药为特色，荆州以机电、纺织、水产品加工业为特色，恩施则以烟草、旅游为特色，这些产业完全可以重新调配布局，实行

资源优化配置，另外，由于地理位置比较接近，这几个城市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而在观念上、文化上和风俗上

的趋同性也可以让各城市之间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就目前而言，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区域合

作可以从阻力最小且各地均能获利的旅游业下手，积极做好旅游这篇大文章。我省今年提出要建立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重点

打造这一片旅游产业，四地可以此为契机，把三峡———三国文化统一规划，打包推出，鄂西南各市均能从中获利，如果多方

共同努力，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的旅游目的地，使鄂西南丰富的旅游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益。随着圈内

优势资源的重新整合，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将使四地之间的合作充满着巨大的潜力。 

（二）襄随城市圈：对于襄樊、随州、十堰和神龙架而言，建立襄随城市圈，整合资源，抱团发展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

四地同处鄂西北地区，地理位置相邻，除神龙架以外，襄樊距十堰和随州的距离均在200 公里以内，虽然与宜昌等圈内城市间

距相比偏远，但四地之间的交通非常发达，域内有襄渝铁路、汉丹铁路、襄荆高速、襄十高速、孝襄高速以及正在规划的十宜

铁路，这些立体交通网将四地串联在一起，方便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在产业结构上，除了神龙架重点打造旅游业以外，

其他三市均有一个相似点，即重点发展汽车工业，在省委省政府2005 年制定的《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中，明确提出要把襄樊建成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支持十堰建成全国重要的商用汽车生产基地，支

持随州加快发展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地之间可重点打造汽车工业，实行资源的优势重组、产业分工和结构

升级，对于三地而言，发展汽车工业，共同打造鄂西北的新车城，前景广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襄随城市圈属鄂西北地区，

与河南陕西两省邻近，特别是十堰、襄樊和随州分别与河南的南阳、驻马店和信阳毗邻，区位地理优势让这种省际贸易和边际

贸易具备了可能性，事实上，各地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襄随城市圈的建立可以摆脱过去那种分兵作战、力量过于分散的弱点，

真正走向一条互利双赢之路。 

另外，倡导建立荆宜荆都市圈和襄随城市圈，也是基于宜昌和襄樊虽是省域副中心，但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对鄂中、鄂

西地区缺乏辐射能力的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我们认为，城市的首位度优势能够有效的整合圈内资源，协调相互关系，避免贸

易摩擦和恶性竞争、强化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与辐射能力，只有建成城市圈，形成城市圈中的首位城市，宜昌和襄樊的省域副

中心地位才能真正确立，才能拉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于保持湖北经济社会较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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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它是湖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湖北构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的紧迫需要，我们相信，荆宜荆都市圈和襄随城市圈的建立必将对缓解湖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最终实现湖北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