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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分析在城市经济转型定位中的运用 

——以湖北省黄石市为例 

胡赓  李金滟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以湖北黄石为例，从国家、中部六省、城市圈这三个层面分析了黄石在不同区域环境下的特点，

并通过借鉴同类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经验， 在保持黄石城市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发展转型的策略。 

【关键词】对标分析；城市定位；资源枯竭；产业转型 

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其清晰、明确的定位。在面对城市转型问题时，许多城市盲目跟风，定位不清，丢掉自身特色，

造成城市之间资源、资本恶性竞争。对标分析就是将城市置身于外部环境之中，通过对比找出城市特色，明确经济转型的定位。

黄石市位于中国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进入2000 年以来，黄石发展放缓，2008 年黄石市

被评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城市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一、基于国家及中部六省层面的对标分析 

2011 年，黄石市的人口总数为261.69 万人，在全国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人口数量排全国前15%，人口资源相对丰富；

2011 年黄石市GDP总量为925.96 亿元，在全国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174 位，人均GDP 为38116 元，在全国排名第113 

位，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1 年中部六省十三个副中心城市中，黄石在 GDP 总量、人均 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上分别排名

第 14、7、11、6 位（见表 1）。与中部六省十三个副中心城市相比，黄石市的经济总量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都处于落后地

位；但是在人均 GDP 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中，黄石市都排名中等地位。黄石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处于中等水平，

重点产业占经济比重较高，带动作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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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武汉城市圈的对标分析 

2011 年黄石在GDP 总量、全社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收入这些经济指标

上，分别在城市圈中排第4、2、5、2、3 位（见表2）。总体上武汉城市圈中，武汉处于中心地位，经济各项指标都处于领先地

位，黄石、黄冈与孝感为第二集团，经济总体水品相当，在武汉城市圈中仅落后于武汉。黄石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方面都领先于除武汉的其他七个城市。支柱产业方面黄石市有色金属在武汉城市圈中优势较大；钢铁生产方面武汉

与鄂州规模较大，黄石特钢生产具有一定的优势；纺织服装天门、仙桃、咸宁、孝感、黄冈等都具有一定规模，黄石自主品牌

优势明显，美尔雅、美岛等出口企业具有很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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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经济同类型城市的对标分析 

黄石市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其经济结构与大多资源型城市相同。通过选取同类型城市进行对标分析，能够更准确地找出黄

石的优劣势，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目前全国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有7 个有色冶金城市，其中包括三个地级市，两个县级

市以及三个市辖区。三个地级市分别为安徽铜陵、湖北黄石、甘肃白银。铜陵处于东部地区，黄石处于中部地区，白银则处于

西部地区，对外经济交流方面，铜陵优势较明显。黄石与铜陵都属于长江沿岸，拥有国家一类口岸，交通运输条件相对便利。

铜陵人均GDP 相对拥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而白银是转型较早的城市之一，拥有一定的转型成效与经验，黄石则在经济总量、城

市规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总体上而言，黄石与铜陵在转型方面经济地理优势较明显，转型优势较大（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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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标分析归因 

黄石市在2000 年以前，国民经济都是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但是进入2000 年之后，黄石经济与武汉的差距越来越大，

且被襄樊、宜昌等城市超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源枯竭制约黄石发展。黄石矿产资源告急，资源储量大幅下降，可开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因推进环境治理、

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关闭了一批石灰石矿，水泥使用灰岩年产量由鼎盛时期的 1100 万吨下降到目前的 440 万吨。

采掘业的衰退造成结构性的失业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黄石接续替代产业规模较小，传统支柱产业仍

占相当比重。2010 年，全市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能源等四大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仍高达 54.6%，重点培育的四大接续

替代产业中，纺织服装产业产值不到 30 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仅为 13.2%。另外，产业链延伸发展不够，初级产品仍占主导地

位。特钢产品、铜产品在本市延伸加工不足 10%，机械制造行业龙头企业少，纺织服装行业配套能力弱。初级产品多，终端产品

少，主要工业产品大都属于上游产品、初级产品，受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制约较大，产业发展“怕冷不怕热”的特征仍

然没有改变。同时，黄石现代服务业发展仍较滞后，发展水平与城市地位不匹配。2010 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

35.0%，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全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对服务业的贡献超过 65%以上，而现代物流、电子商

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滞后。市场主体培育不够，中小企业发展不快，2010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过千家的有 7 个地市，黄石

市只有 702 家。第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黄石城市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在老工矿区、大型厂区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演变而来的，城市规划先天不足，部分区域工业生产与生活居住混杂；城市建设欠账多，难度大，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功能相

对较为单一；城市发展空间受到自然条件和行政界线的约束，各组团间交通联系不足。 

五、政策建议 

黄石经济发展应加大与武汉城市圈的交流，主动融入武汉城市圈。产业上应寻求差异化，重点发展钢铁深加工、铜材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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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纺织服装、旅游等产业。钢铁深加工发展上可利用武钢与鄂钢等企业的钢铁资源，铜材加工与纺织服装定位应区别于武汉

城市圈其他城市，实现产业发展的协同错位。黄石在转型过程中应当借鉴白银模式，要将改造升级传统支柱产业以及发展接续

产业结合起来，大力发挥其在钢铁以及铜资源方面的优势，延长产业链，加大产业深加工，同时发展钢铁、铜的接续产业，大

力发展装备制造业；黄石还应该利用自身的文化底蕴以及优美的风景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以及其他战略新兴产业，实现黄石城市

的平稳转型。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集聚与经济增长”（项目编号：7100308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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