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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研究
*1

肖劲光 梅骏伦

(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本文选取 2000～2013 年黄石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构建黄石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黄石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期间，黄石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与

居民福利指数、资源利用效率指数和环境代价指数之间总体趋势上呈现明显正相关，与经济结构指数、成果分配指

数和经济波动指数之间未呈现出明显正相关。在走势上，经济增长质量指教与居民福利指数、资源利用效率指数扣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大概一致。其中，环境代价指数呈现大幅上升趋势，经济结构指数和成果分配指教走势较为平缓，

而经济波动指数，在 2000～2011 年间呈现小幅震荡趋势，之后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走势。从黄石经济增长质量指

数中可以清晰发现，在整个研究区间里黄石市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明显的向好趋势，但仍需引起注意的是黄石近几年

经济增长投资驱动明显，消费率不高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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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地处长江经济带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依托于优越的资源禀赋条件，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相

关产业体系，在过去的 60 余年时问里，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益于先天资源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有利倾斜等，通

过自身的不懈努力，2000～2014 年间，黄石经济增长迅速，国民收入屡创新高。国内生产总值由 2000 年的 182．41 亿元，达到

1218．56 亿元，增幅达 568．03％。从平均增长速度来看，黄石市在 15 年间平均 GDP 增速高达 12．02％，略高于湖北省的 11．51％，

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9．70％。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1 年以来，黄石市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大幅下滑，其幅度超过湖

北省和全国水平，并在 2014 年首次出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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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 2000～2014 年间，三次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000 年的 18．10 亿元增长为 105．03 亿元，增幅

为 480．28％，平均增长速度为 5．5％。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00 年的 93．03 亿元上升为 723．45亿元，增长 677．65％，平均

增长速度高达 13．6％，高于 GDP 平均增速 1．58 个百分点，就波动程度而言，第二产业走势震荡较为剧烈，自 2011 年增速出

现大幅度下滑，并在 2014 年达到最低点 3．5％，同 GDP 增速走势相一致。第三产业增加值则由 2000 年的 71．28 亿元，达到

390．08 亿元，提高 447．25％．走势较为平缓，平均增幅达 11．1％，连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如图 2所示。

与此同时，在 2000～2014 年间，相比于国内大部分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而言，黄石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除第一产业

表现较为平稳外，从总体上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表现为阶梯性的变化，2000～2004 年间三次产业结构走势较为平稳，然而

自 2005 年起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阶梯性变化特征，第一次发生在 2005～2009 年间，持续 5 年时间，第二次则发生在 2011～2014

年间。其中第二产业星向上阶梯性发展，而第三产业则恰好相反。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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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 GDP 这个量化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然而随着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以及地

区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愈演愈烈，传统的单纯追逐 GDP 的量变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当此困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生

态文明建设这一重要思想，强调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套用党和国家前领导人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论述，概

括起来就是经济增长是只鸟，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只笼子，经济增长应该置于生态文明的笼子里面来运行。经济增长质量和

经济效益恰恰是用来评价经济增长运行状况的重要衡量尺度。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环境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相比于经济

效益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效益应该建立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增长

质量评价上来，对于经济效益进行新的诠释。

1 经济增长质量界定及研究方法

目前，学界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尚未达成统一意见。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则是建立在对其内涵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综

合梳理现有文献，本文沿袭部分学者观点，根据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的不同，将经济增长质量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

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观点，亦即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改良，并没有跳出传统经济增长的理论范畴。认为经济增长质量

内涵于经济增长之中，是经济增长的应有之义。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投入

和产出角度考量。例如郝颖、辛清泉、刘星(2014)从企业投资角度研究了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立足于

地区差异，阐释了经济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沈利生(2009)从增加值率变动的角度，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经

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增加值率在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下降。康梅(2006)在探讨了 C—D生产函数中 TFP

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规模增长、硬技术进步和软技术进步，将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三因素作用之

和，由此给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公式，认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硬技术和软技术的贡献率或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

系。二是用联系的观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与其他非经济增长直接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明确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

内涵，但实际上仍然属于狭义范畴。比如史自力(2013)选取中原经济区作为区域研究样本，以 1991—2010 年为时间段，通过建

立 VAR 模型，对中原经济区 TFP 增长率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多层次的“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李国平、

彭思奇、曾先锋、杨洋(2011)则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界定为宏观经济生产率的上升，产业结构

及其空间分布的优化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这三个层面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无论采用

哪一种研究形式，其内涵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仍然局限于传统经济增长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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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观点，则是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改革，业已走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束缚。认为不能再用要素投入

和产出优化等来诠释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部，而应该加入一些超出经济增长过程之外的其他指标。例如托马斯在其 2000 年出版的

《增长的质量》一书中认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作为发展的步伐补充，构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内容，如分配的机会，环境的

可持续性的全球风险管理和治理结构。Barro(2002)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质量，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与经

济增长数量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钞小静、惠康(2009)则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人手，对

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与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 1978～2007

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经济转型 30 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获得了一定

程度的提高。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理解不同，直接造成了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由于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

本文基于广义视角，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基于人类自身发展有利角度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的改革，使之更好的为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服务。广义内涵的确定也就意味着应该采取多种指标即综合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

目前，基于广义内涵，学者普遍采用综合指标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主要采用熵值法、相对指数法、因子分

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可以避免权重赋予的主观性，但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相对指数法则是对于数据

的简单加总或加权，存在着各分类目标等权重的问题。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都是通过降维把多个具有相关性的指标简化为少

数几个综合指标，并可以尽可能的保留原有数据较多信息。其中因子分析在应用方面，侧重于成因清晰性的综合评价，而主成

分分析则是偏向于信息贡献方面的综合评价，加之主成分分析权重根据个体数据特征确定，避免了人为权重设定的主观性，所

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贡献的大小。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黄

石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指标体系构建上，本文借鉴路兴(2011)通过对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

长结果两个方面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经济增长过程方面，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波动两个维度。经济增长结果

方面，则包括社会福利变化、成果分配、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二者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的主

要内容。

2 指标的选择与数据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使用的样本为 2000～2013 年黄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以及环境

公报数据，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局官网、黄石市环保局宫网和黄石统计年鉴。

2．1确立指标体系

由于广义内涵的界定，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波动、经济增长效率、社会福利变化、成果分配、资源利用效率

和生态环境代价六个方面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维度 基础指标 单位 符号 指标属性

第一产业产值份额 % jgl 逆指标

第二产业产值份额 % jg2 正指标

经济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份额 % Jg3 正指标

消费率 % jg4 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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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率 % Jg5 正指标

进口总额/GDP % Jg6 正指标

经济增长率变动率 % bdl 逆指标

通货膨胀率 % bd2 逆指标

经济波动

失业率 % bd3 逆指标

PPI % bd4 逆指标

居民人均消费 元 Fl1 正指标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一 fl2 逆指标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fl3 逆指标

居民福利 人均住房面积 m2
fl4 正指标

每万人在校人口数 人 fl5 正指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fl6 正指标

每万人医护人员数 人 fl7 正指标

人均城乡收人比 % fpl 逆指标

成果分配 泰尔指数 一 fp2 逆指标

财政收入/GDP % fp3 逆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 % xll 正指标

资本生产率 % xl2 正指标

资源利效車

社会劳动生产率 % xl3 正指标

单位产出能耗比 万吨标准煤/万元 xl4 逆指标

单位产出污染气体排放量 万吨/万元 djl 逆指标

环境代价 单位产出污水排放量 万吨/万元 dj2 逆指标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万吨/万元 dj3 逆指标

①经济结构：根据国民收入账户核算体系，经济结构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等方面。因此，本

文使用三次产业产值份额代表产业结构。而对于投资消费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则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国民收入受消费、投资、

政府购买和进出口影响，由于在国民收入中政府购买同样反映为消费，因此本文使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对外依存度作为代表。

②经济波动：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方面，加之由于黄石市属于典型

的工业城市这一特征，本文选用经济增长变化率、通货膨胀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进行和失业率四个指标来刻画经济波

动。

③居民福利：因为居民福利主要表现为收入、消费、教育、住房和卫生医疗等方面，故本文选取人均消费支出、人均住房

面积、每万人在校人口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及人均医护人员数来反映居民福利状况。同时，为了刻画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采用恩格尔系数进行进一步的量化。

④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为政府和居民分享．政府方面表现为税收，这里采用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进行反映，而

居民方面，由于在经济结构和居民福利中已经有所反映，因而在成果分配方面主要用人均城乡收入比和泰尔系数来反映个人收

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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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资源利用效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方面进行分析，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用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反映劳动力投入，用资本生产率来反映资本投入，采用 TFP 来反映技术投入。由于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

这一动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采用单位产出能耗比来反映能源的使用效率。

⑥环境代价。经济增长过程中主要产生三种污染物，分别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种形态。对应选择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

放量、单位产出污水排放量和单位产出污染气体排放量进行反映。

2．2数据处理

①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 年)的最终消费占当年 GDP 的比率，其公式为 t

消费率一消费基金／GDP×100％。由于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因此本文采用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GDP 作为消费率。

②通货膨胀率：采用大部分学者做法，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效(CPI)进行替代。

③居民人均消费：使用 PCCR= 公式进行计算，PCCR 代表居民人均消费，Pi 代表城市或农村地区

人均收入，i=1,2。Ni 代表城市或农村地区人口数量，i=1,2。代表总人口数。

④人均住房面积：本文基于城市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数据使用 这一公式进行

计算。其中 PCHA 为人均住房面积，Hi代表城市或农村地区人均住房面积，i一 1，2。Ni代表城市或农村地区人口数量，i 一 1，

2。代表总人口数。

⑤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于黄石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缺失年份较多，本文采用 RJLD—YL—LD／N 作为替代，其中 RJLD 代表

人均绿地面积，YLLD 代表黄石园林绿地面积，N 表示总人口数。

⑥褰尔系数：泰尔系数一般是用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数，计算公式：

其中，TI 为泰尔指数，i一 1，2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it表示城镇或农村人口数量，Z表示总人口数量，Pit表示城镇

或农村总收入，Pt表示总收入，表示时间。

⑦全要素生产率：也称为技术进步率，是指除去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所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本文基于中性技术的假

设，使用 C—D生产函数，即 对黄石市 TFP 进行估算，其中．Yt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表示资本投入， 表示

劳动力投入，α和β本文采用中经网对中国劳动力和资本产出弹性测算的均值来代替，即α和β分别选取 0．25和 0．75。由于

缺少资本存量 K 相关数据，采用 K 一基期投资额／折旧系数进行估算，折旧系数按照部分学者处理方法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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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缺失数据处理：由于 2000 年失业率数据缺失，本文采用 2001～2013 年失业率的平均值作为替代。而全员劳动生产率数

据只有 2004～2013 年 10 年数据，缺失数据采用 2000～2003 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从业人员数进行补充。

2．3指标处理

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具有不同的属性和量纲，根据属性的不同，可以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

标，正向指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起着拉动作用，逆向指标则对经济增长质量起着负面作用。这就造成在～张图表中指标在经济

意义上存在着分歧，因此，本文对逆向指标采取倒数法进行正向化处理，不仅可以使二者保持经济意义上的统～，同时也保留

了原有符号的属性。同时，由于各指标间量纲的不同，本文采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不仅可以消除指标量纲和数量的

影响，而且能更加全面的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和相互影响程度。

3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sas 软件对黄石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使用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相关系数矩阵作

为输入，避免主成分过度依赖于量级过大的指标变量。

3．1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权重确定

主成分分析是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并根据数值特征对于各指标赋

予权重。关于确立主成分的个数，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大于某一数值(85％)来判断主成分选取的个

数，二是根据特征值大于 1 来选取主成分个数。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按照特征值大于 1，选取了三个主成分，见表 2。

表 2 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分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特征值 19.1829 4.3759 2.1727

方差贡献率 0.7105 0. 1621 0. 0805

累计贡献率 0.7105 0. 8725 0. 9530

由表 2可以看到，第一主成分贡献率高达 71．05％，超过其余主成分贡献率的总和，也就是说，第一主成分综合信息的能

力最强，因此，本文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见表 3。

表 3 基础指标、方面指数权重

基础指标 基础指数权数 基础指标 基础指数权数

第一产业产值份额 0.206047 每万人在校人口数 -0.220401

第一产业产值份额 0. 22567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211212

第三产业产值份额 -0. 225397 每万人医护人员数 —0.00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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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率 0.154876 人均城乡收人比 0.178115

投资率 0. 228006 泰尔指数 0. 207740

进出口总额/GDP -0. 069030 财政收人/GDP 0.207055

经济增长变动率 -0. 066874 全要素生产率 -0.119039

通货膨胀率 -0. 164942 资本生产率 一 0. 22804

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 0.118248 社会劳动生产率 0.227129

基础指标 基础指数权数 基础指标 基础指数权数

失业率 0.187854 单位产出能耗比 0.226421

居民人均消费 0.227879 单位产出污染气体排放量 0.222514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0.220152 单位产出污水排放量 0. 218043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222586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0.130701

人均住房面积 0.223778

方面指数 方面指数权数

经济增长结构 0. 434146

经济增长波动 -0. 322212

福利变化 0.439449

成果分配 0. 436592

资源利用 0.419603

环境代价 0. 384581

由表 3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六个维度中，以经济增长结构、居民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和资源利用四个方面权重

较大，均为 0．43 左右，说明这四个维度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作用大致相同。其次是环境代价 0．384581，对于经济增

长质量指数的贡献接近前面四个维度。最后是经济增长波动指数为一 0．322212，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贡献起着负面作用。

3．2黄石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

本文根据第一主成分所确立的各基础指标权重计算各个方面指数值，并对整理后的各个方面指数值再次进行主成分分析，

根据第一主成分确立的权重，通过求和，得到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同时，对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六个维度也进行了计

算，形成汇总表 4 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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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经济增长质量及各方面指数表

年份
经济质量

指数

经济结构

指数

经济波动

指数

居民福利

指数

成果分配

指数

资源利用

效率指数

环境代价

指数

地区生产

总值指数

2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1 101.1 102. 04 150. 74 112.76 79. 1 116.1 105.56 114. 13

2002 122.2 103. 27 88.68 130.31 65.13 124.21 176.16 128.57

2003 139. 25 110.15 69. 45 115.41 55.45 186. 82 194.43 142. 42

2004 152.15 103. 52 64. 06 139.93 74.92 156.01 270.19 162. 22

2005 173. 29 119.71 94. 54 169.21 107. 34 182.93 201.74 179. 92

2006 200.06 129.16 90.53 196.75 127.91 194.69 226.18 211.01

2007 230.07 136.84 116.52 229. 97 137.77 213.72 288.1 245. 08

2008 296. 34 153.23 79.03 265. 78 145.67 318.37 375.17 290. 87

2009 352.11 181.94 116.02 294. 57 136.52 437. 24 402. 86 313. 35

2010 386. 13 199.61 101.44 312.45 162. 54 403. 92 522. 72 378. 33

2011 445.69 204.33 129.11 365.2 174.51 394.34 793. 68 507. 63

2012 524.55 213.96 201. 37 427. 42 200. 27 485. 86 987. 44 570. 66

2013 591.02 226. 22 344. 88 466. 24 239. 55 605. 83 1110.61 626. 08

由图 4可以看出，2000～2013 年黄石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出上升态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化趋势与居民福利指数、

资源利用指数和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基本一致，说明在此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居民福利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地区经

济增长协同进步，这与现实中居民福利增加和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的客观事实相吻合。其中环境代价方面指数走势较为陡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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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三废排量逐年增加的现实情况．但是三废排量的增加并没有拉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查阅

资料发现黄石市加大了三废的综合处理和再利用效率，尽管付出了较高的治理成本，但却在治理的同时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

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从图 4 也可以看出，经济结构指数、成果分配指数和经济波动指数走势较为平缓，为了便于观察，见图 5。

从图 5可以看出，经济结构指数和成果分配指数从总体趋势上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保持一致，但相比而言，二者走势较为

平缓。其中，经济结构指数在整个研究区间呈现出平稳中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成果分配指数则表现为在震荡中上升走势。

图 5 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黄石经济波动指数波动较为频繁，在 2000 2010 年间，黄石经济波动指数走势相对平稳，但自 2011

年起，经济波动指数出现大幅上升，说明实体经济正发生着巨大的经济波动，这与现实经济中的 GDP 大幅下挫和第二产业增长

率大幅下滑表现相一致。

尽管黄石市经济结构指数表现良好且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走势从整体上保持一致，但我们仍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结构指

数背后所隐藏的产业结构问题、经济的投资驱动问题以及消费率不高的问题，为了方便说明，根据原始数据做出投资率、消费

率和三次产业产值份额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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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可以清晰看出，黄石在 2000～2014 年间，投资率总体趋势上升且增幅较大，自 2008 年起投资率出现了大幅增长，

并在 2014 年达到历史高点 86．13％，这与次贷危机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政策有关，同时也与黄石市自身的

产业结构密不可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次产业结构并没有因为投资率的大幅增长而出现明显变化，相反在 2011～2014 年间

走势较为平缓，这也就意味着大量投资并未用于产业规模扩大，而是用于其他方面，从而使得黄石市整体经济增长质量出现了

向好的趋势发展。与投资率的大幅走高相比，消费率和对外依存度则走势十分平缓，分别围绕着 40％和 15．9％上下波动，这

也再次印证了长期以来，黄石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这一明显特征。

4 政策建议

经济效益是狭义的经济增长，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效益，换言之，为了追逐效益，不计投入、产出的社会成本和环境

代价，其最终的结果必将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步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后尘，因此，应该对经济效益施加必要的限定，

从而保证人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切实得到实惠。

自 2000 年以来，黄石经济增长质量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从

总体上来说，并未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反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三废”采取了高效的综合治理和再利用，在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博弈中，取得了双赢的可喜成绩。然

而，通过数据分析，不可否认的是，黄石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中仍然存在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波动问题。本文认为应该着手

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解决。

微观方面．对症下药。

其一，经济结构问题。第二产业结构占比较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率居高不下问题。黄石市矿产资源丰富，并在过去长

时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系统，即工业在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短期内甚至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转变这一事实，但

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投资逐步解决。至于消费率不高的问题，主要还是应该从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只有人们收入提高了，

社会保障跟了上来，人们的消费观念自然也会得到改善。

其二，经济波动问题。黄石直接对外依存度 14 年来保持在 15．9％的水平，但由于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受外

部环境波动影响较大，尤其是受国内经济环境的连带影响。虽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一局面仍然无法彻底扭转，但可以从长

期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缓解，通过量的逐步积累最终完成产业结构的蜕变。

宏观方面，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因势利导。自 2004 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和 2014 年提出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以来，国家对于中部地区在政策上进行

了有利倾斜，为黄石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借助良好的政策东风，积极推动地方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其次，因地制宜。依托优势的矿产资源和前期积累，凝聚产业优势，形成一定区域的产业影响力。通过技术改造和淘汰落

后产能，培育出一批优秀企业和龙头企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再次，建设武汉前置腹地、打造武黄经济走廊。黄石与武汉同处于长江航线上，除了便捷的水路交通外，近几年开通的高

铁以及轻轨密切了两地之间的联系，拉近了二者时空距离。武汉作为地区中心，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产业资源优势，与此同

时，也面临着城市扩张和产业转移压力，二者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合作愿景。因此，黄石从发展方向上应积极向武汉靠拢，通过

有意识的异质性产业布局，增强两地经济的互补性．做好前置腹地建设；同时，面向武汉，通过合理引导城际要素流动，提高

两市经济的互动性，积极打造武黄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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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其最终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而技术的根源在于教育，也就是说只有切实提高教育

水平和人民素质，才能促成二者在根本上的量变和质变。此外，利用当地高校资源，主动创造产业和人才结合机会。在产业的

发展中形成一批业务素质强、服务地方的人才团队，对于“产业强市”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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