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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县域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唐建军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81） 

【摘 要】湖北县域大多数产业集群属于资源型产业集群，它们主要靠低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是通

过廉价劳动力、便宜土地供给、宽松税收政策及低环境保护成本等因素形成，但是靠消耗廉价要素和环境来谋求经

济发展并不是长远之策。本文试图对湖北县域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通过对其发展特征、效应及存

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今后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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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各县（市）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特色产业，从平原到丘陵，从边远山区到革命老区，都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

的县域主导产业。如随州专用车改装、稻花香酒业、仙桃无纺布、鄂州金刚石刀具、通城涂附磨具、宜昌磷化工和电子材料、

荆州石油机械、京山包装机械等一批产业集群快速扩张，形成了各自的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一、湖北县域资源型产业集群的现状 

对湖北省现有的59 个产业集群的调查表明，其中70％属于资源型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农副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

等资源依赖型产业。这也表明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分布受到要素禀赋条件的严重影响。湖北省罗田县是全国闻名的“板栗之乡”，

现有各类加工企业162 家，从业人员1.2 万人，年产值10亿元，占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的30％。潜江市位于江汉平原，水泊众多，

水产养殖和水产加工资源丰富，目前有各类渔场207 个，年水产品产量8.65 万吨。此外，还有洪湖水产、云（梦）应（城）盐

化工、鹤峰山野菜、随州三里岗香菇、英山茶叶、竹山绿松石、通山石材等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随州三里

岗香菇产业属市场依托型产业，其首先占据本地资源市场，其次是“买全国、卖全国”，现在是“买全国、卖全球”。总的来

看，它们的发展模式具有共同性，即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这些产业集群主要以发展特色经济的形式出现，利用本地区产业传统和资源优势，所谓“一县一特”、“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都是强调“特色就是优势”。随着县域特色产品的形成，特色产业越来越强，知名度越来越高。从“一村一品”、

“一乡一品”发展成为“一乡一业”、“一县一业”的模式。例如，黄冈地区形成了“蕲春药材武穴鸭，浠水生猪黄梅虾，麻

城黄牛龙感湖花，团风马蹄黄州菜，红安花生英山茶，罗田栗桑甲天下”的一县一特色产业的格局，明显增强了农业综合效益

和县域经济竞争力。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技术禀赋条件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

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资源型产业集群是紧紧依托自然资源优势，以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产业群落组织，集群内企业一般集聚在资源

所在地区域。这类集群基本属于传统产业集群，有很强的地域属性，根植性特别好，能形成县域经济特有的竞争优势。但集群

发展受资源禀赋的限制，在经营规模上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种自然资源开发启动型发展模式是产业集群发展最为广泛的模式，也是最为落后的模式，更是最为初始的模式，我国大

多数县域经济都经历过这种模式阶段。它的缺点是产业聚集度不高、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不强，多数集群规模相对较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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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产业集群居多，生产加工型产业偏少，龙头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市场占有率低，核心竞争力弱，产业关联度不够强，部分产

业集群只是生产同类产品企业的简单“扎堆”。 

二、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托大力发展资源型产业集群 

湖北是全国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富集区，从农产品资源来说，全国5%的粮食和肉类、7%的棉花和蔬菜、9%的油料和柑桔、

14%的淡水产品和5%以上的麻、茶、丝均产于湖北。从矿产资源来说，湖北已发现矿产136 种，已探明储量的88 种，其中磷等5 

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之首，铁、铜等21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7 名。这表明湖北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资源型产业集群有自

己的优势。 

第一，湖北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主导产业来带动。主导产业是指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的产业，其不在于多，而在

于强、优、大。主导产业要想做大、做强，在产业选择上必须立足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现有的产业基础，对内发展循环经济，

化解市场风险，对外进入全国乃至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提高产业关联度，给主导产业发展寻找永续发展动力。同时，主导产业

的选择要尽量避免与其他县域产业出现同构现，实现错位竞争发展。如湖北的稻花香集团通过选择白酒这一主导产业，培育了

绿色种植（玉米、大米、红薯）→饮料加工（白酒、玉米浆、乙醇）→绿色饲料（酒糟、玉米浆、秸秆）→养殖基地（奶牛、

生猪）→有机肥料产业链，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第二，各地要整合资源，构建特色产业集群。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各地区资源，将特色产业集群做成全国

领先的强势集群。积极推动企业进行广泛的社会合作与联系，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如湖北的五峰、竹山、大梧

等12 县市整合茶叶优势，共打“采花毛尖”同一个品牌。湖北应城整合盐化工、精细化工等产业集群为化工产业集群，这些做

法都非常值得推广。 

第三，要因地制宜，建立和发展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中小企业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因地制

宜地发展中小企业，不可盲目求新、求异，急功近利。就目前情况来看，传统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更适合湖北县域中小企

业的发展。利用当地的资源，建立和发展中小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取得比较优势。湖北省各县市应以地方特色为

基础，以核心产业为中心，从上游和下游拉长产业链，做大做强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进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第四，要延伸产业链条。湖北县域产业集群在产业分工体系中大多充当“加工车间”角色，处在“微笑曲线”底端，产业

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弱。要加快推进产业集群链条延伸，围绕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空白环节和关键环节，加大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力度，着力构建上中下游完整成熟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集群专业化分工水平和配套协作能力。同时，大力推进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集群产品生产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低加工度向高加

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向关键核心部件转变跃升，不断提高产业集群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增强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

和市场抗风险能力。 

第五，要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由于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普遍不高，结构、质量和效益不优，县域

产业集群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一方面，县域产业集群中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

“五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县域，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不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产业迫于日益的严峻资源环境的压力面临

转型；另一方面，多数产业集群规模相对较小，导致集群产业链缺乏纵向外延，专业化分工协作不明显，企业之间缺少相互间

的交流与合作，不利于资源在整个生产系统中的流动，造成资源利用率低下。同时，每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大量废弃物不能进

行综合治理，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成本。 

由于资源环境本身具有外部性，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存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追求超过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

注的现象，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集群转型，是实现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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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在县域产业集群发展中要积极作为 

鉴于湖北县域资源型产业集群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和加工生产为主导而形成的经济群落，主要有矿产资源加工和农副产品加

工两类。其生产导向性明显，产品差异性小，产业链较短，内部成员网络活动关系较弱，缺乏知识创新和知识流，整个系统相

对封闭，发展较为粗放。集群升级需要从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同时展开，技术层面着重强调共性技术开发和推广，解决资源利

用率低、环境污染和产品档次等问题；市场层面着重强调整合资源、培育龙头、建立渠道和拓展市场空间，解决低价竞争和市

场范围狭小等问题，升级路径可简单地描述为“技术+市场→产业链延伸+ 渠道网络→龙头企业+ 集群品牌”。 

第一，政府要引导和推进产业整合，鼓励企业以兼并、收购、合并、联合、合作、联盟等方式进行企业间资产重新配置，

实现集群内部“洗牌”，形成具有产业链控制实力的主导型企业，并发挥主导企业在创新与技术示范、网络辐射等方面的龙头

带动作用，与中小企业建立分工基础上的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大企业主导、大中小企业共存的有效竞争市场结构，提升集群参

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能力。 

第二，加强市场监管，规范集群的竞争秩序。一是制定产品、生产技术和排放等标准，通过实施标准监管提升产业技术水

平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二是完善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制度供给，加强诚信监督，防止假冒伪劣，避免产品倾销，提升

社会资本价值和集群品牌形象；三是发展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促进自律性管理与政府管理形成相互补充和良性互动；四是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阻碍创新的模仿和“搭便车”等现象，倡导创新文化，培育具有创新氛围的集群成长环境。 

第三，欠发达县域最大的劣势是资本匮乏。由于资本匮乏，使得自然资源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无法整合起来形成现实生产力。

因此，要使自然资源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并推动其快速发展，通过内部积累的方式获得资本太过缓慢，而通

过承接国内外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完善现有的产业结构，也可以使本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进入增值轨道。如

江苏客商在湖北洪湖建立了“洪湖江苏工业园”，其目的就是想利用洪湖60 万亩水面、年产30 万吨鱼的水产资源。园内不仅

有鱼肉加工企业，还有养鱼、做鱼饲料加工的，整个把一个产业集群转移到了洪湖。还有雨润集团，在钟祥建起一个现代化的

生猪屠宰和深加工肉制品基地，带动饲料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产值35 亿元。 

近年来，各地为推动回归创业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回归创业工程。咸宁、孝感、十堰等市出台了回

归创业享受与招商引资同等待遇的优惠政策。通城县出台了厂房配送、全程服务、规费全免、税收（县本级增量）全奖等四项

优惠政策。云梦县制订了《鼓励回归创业优惠办法》，明确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先在开发区、乡镇工业小区安排征地建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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