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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研究 

刘 盛 

（中共黄石市委党校，湖北 黄石 435000） 

【摘 要】湖北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一体化态势，但区域内产业基础差异明显，产业发展不均衡，

整体竞争优势不明显。文中在分析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优劣势后，提出了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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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7 月14 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决定》，标志着我省正式拉开了

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大幕。按照《决定》部署，湖北新一轮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要以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加快新

一轮沿江交通设施建设为基础，以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为核心，以促进沿江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到2020 年，把湖北

长江经济带建成现代产业密集带、新型城镇连绵带、生态文明示范带，成为湖北值得骄傲的新型流域经济带。《决定》提出了

“产业主导、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产业发达”的战略目标，突出了产业发展的核心地位。按照湖北经济发展的总体蓝图

的规划，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推进产业集聚发展，是湖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然选择。 

1 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的基础条件 

①具备优越的发展条件。一是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湖北长江经济带北靠河南，南接江西、湖南，东邻安徽，西依四川、

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是中国水陆交通枢纽。铁路贯穿东西南北，公路四通入达，水运拥有武汉、宜昌、黄石三个国家一类

开放口岸。中心城市武汉距国内主要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香港、深圳等的直线距离均在1000 公里左右，航空、铁路、

公路运输均十分便利，成本低廉。二是矿产和水利资源丰富。拥有矿产资源百余种，其中磷矿、石膏、石灰石等十余种矿产储

量居全国前列。水力资源丰富，宜昌是世界最大的水电基地。三是人才和科研实力强劲。湖北长江经带人才资源丰富，教育基

础扎实，科技实力雄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科学技术人才比较集中，其中武汉堪称中国第三大科教中心。四是劳动力成本

低廉。近年来，由于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加之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部的劳动力成本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31～0.92 倍，劳动力成本低廉。 

②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湖北沿江城市开发历史悠久，经济和产业基础较好，历来是湖北全省经济的精华和优先发展地带。

2008 年创造的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占全省67.5%和60.7%，在全省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多年的

重点建设已使沿江城市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基础雄厚的产业体系。沿江城市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经济职能上也有明显的互

补性和分工性。这些城市以长江为纽带，以武汉为中心，围绕特色资源和传统优势进行分工协作，有效地优化了湖北的经济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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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湖北沿江城市近几年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公路、铁路网络建设加大，客运、货运能力增强，

邮政、电信、金融服务提升等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④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一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湖北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一方面中央的政策倾斜将使湖北直接受

益；另一方面它将形成一种导向，创造一种氛围，推动各类要素向中部地区流动。 二是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也出台了很

多推动沿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沿江城市一体化的产业布局，沿江城市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为湖北长江经济带的

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随着沿江城市政府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湖北沿江经济带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2 影响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的不利因素 

①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协调机制。规划滞后是制约湖北长江经济带更好更快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全省既缺乏发展湖

北长江经济带的统一发展规划，也缺乏引导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沿江城市也几乎没有具体的实施规划。由于缺乏统一的产业

规划，区域内开发无序、布点盲目、产业结构雷同现象比较突出，不利于湖北长江经济带推进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同时也影响

到沿江城市的合理分工和整体合力的打造，造成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的局面，从而导致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低效使用和巨大浪

费。 

②沿江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湖北长江经济带显现出了武汉“一市独大”的发展格局，其他沿江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比

较滞后。一是经济总量发展不平衡。武汉作为湖北的中心城市，2008 年的GDP 总量为3960 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34.95%，而

其他6 个主要沿江城市的GDP 总量占全省GDP 总量32.55%，与武汉经济总量相当，每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与武汉都相差甚远。二

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武汉的产业结构已从“二、三、一”转化为“三、二、一”的发展格局，其他沿江城市的产业结构仍

处于“二、三、一”的发展层次，且第一产业的比重普遍偏高，最高的黄冈竟占到31.74%。 

③沿江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按照产业协同发展要求，当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须有相适应的第三产业

予以配套和支撑，而沿江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一是第三产业规模小,发展不够快。第三产业以层次较低的餐饮、商贸零

售等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含量不高,创造的附加值低。而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咨询业、现代物流业

和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不高。二是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传统第三产业中物流业占较大比例,新兴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三是第

三产业内部劳动力配置不合理。餐饮业、零售业沉淀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而适应市场化、信息化需求的产业就业人数不足,制约

了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结构升级。 

④缺乏优势突出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产业支撑带动不够是制约湖北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沿江城市新型

工业化整体水平不高，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支柱产业尚未完全形成。近年来，虽然省委、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着力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了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和区域内冶金、纺织、机械电子、电力、化工、食品医药等支柱产

业的形成，但真正能对全省经济起支撑和带动作用且优势突出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不多，产业链条短、产业聚集度不够，仍

是打造冶金、纺织、机械电子产业集群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与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把沿江地区建成全省现代工业的集聚

区、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区，成为要素承载能力最强、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带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的经济带”战略要

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整体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3 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对策 

面对当前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充分利用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科教和人

才技术优势，实施科学有效的产业优化发展战略，促进湖北长江经济带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从而推动湖北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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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编制协调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发展理念，编制湖北省长江经济

带产业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包括先进制造业规划、高新技术产业规划、现代服务业规划和现代农业规划等。在利用沿江城市原

有产业基础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将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是工业发展规划)进行必要的协调，以

实现区域产业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优化组合以及产业的合理分工。规划要以市场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着眼于形成合力，力求

协同配合，共同发展。 

②确立区域产业联动机制。利用湖北长江经济带这个平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协调发展需要的综合开发体制和

机制。作为产业集聚地的城市，彼此之间应该建立由政府推动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支柱产业配套、新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

补的产业联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有效率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使沿江城市成为优势互

补、利益共享的区域协作共同体。 

③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一体化。产业融合及产业布局一体化，是湖北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实现共赢的基础和前提。一是现

代农业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荆州、黄冈、宜昌等市为重点，在加强国家和省级商品农产品基地建设、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

品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农业结构。要加快资源开发，发展大农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通过贸工农一体化和公司联基地、基地带农户的组织形式，依托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按照城

市型、综合型、创汇型、开发型农业的要求合理布局，形成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沿江农业生产加工带。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

布局一体化。要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宜昌、荆州、鄂州等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

发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产业，形成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沿江高新

技术产业带。三是汽车、钢铁、船舶、化工和纺织产业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发展汽车制造及

汽车零部件工业，建设中国内地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以武汉、黄石、鄂州为依托，发展船舶工业，进一步打造沿江船舶产业

带；要以武汉、宜昌、荆州为依托，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磷化工和轻纺工业，提升、再造石油化工、磷化工和轻纺工业基地。

四是旅游业发展及布局一体化。围绕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着力打造长江三峡、神农架、清江画廊等重点生态旅游景区和武当

山、明显陵、襄樊古隆中、荆州古城、随州炎帝神农故里等特色文化景区，开发三峡、三国、武当、神农、土家民俗系列特色

商品和纪念品，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形成具有浓郁湖北特色的沿江旅游产业带。 

④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企业是构成产业的细胞，是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一是要积极培育

和支持盈利和利税大户，通过集团发展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带动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

与合理经济规模的要求，打破地区、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界限，以资产为纽带，以大企业为依托，以产品为核心，通过参股、

控股、兼并、联营、组织专业化协作等各种形式发展企业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一批具有参与国际

竞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要建设以骨干企业为主轴，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的同层竞争、跨层协作的企业战略网络体系。 

⑤加强政府之间合作与服务。沿江城市政府应在遵循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尊重市场、依靠企业原

则的基础上，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和效率，为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产品、要素、人力资源、

资本和技术能够遵循市场一体化的原则运行。 

⑥发挥金融业的推动作用。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应当充分发挥金融业的支持保障和杠杆调节作

用。一是搞好服务，制订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应的产业政策，为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提供指引和参考。二是加强信用环境的

整治和建设，加大对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惩治力度。三是减少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和银企双方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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