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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武汉城市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综合改革

试验区，给武汉城市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产业集群发展

是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内容。产业

集群的实现有利于带动武汉城市圈整体经济的提升，有利于

提高湖北省在全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利于实现国家“中部

崛起”的宏观发展战略，对全国其他各省市形成经济辐射和

溢出效应。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依托武

汉城市圈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一、武汉城市圈总体经济情况

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人口、产业最密集的区域，是全省

经济增长的引擎。各城市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进行优

势互补和资源对接，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圈内资源最优配置，

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2]图 1－图 3 以 GDP 为样本，将

2002-2010 年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湖北省进行对

比：

从图 1－图 3 可以看出，自 2002 年以来，武汉城市圈经

济持续增长：GDP 规模不断扩大，2010 年已经接近 8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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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GDP 增速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有三年 （2003，2005,

2008）高于湖北省的增速，2008 年底虽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

响，其 GDP 增速放缓，但 2010 年武汉城市圈的 GDP 表现出

强劲增长势头。从 2002 年－2010 年期间，武汉城市圈占全省

GDP 的比重均超过 50%，且平均值大于 60%。上述数据均表

明武汉城市圈已经成为了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

为加深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现状的了解，全面掌握经

济运行情况，本文对该城市圈的经济状况进一步进行横截面

考察。2008 年，武汉城市圈实现 GDP 为 6972.11 亿元，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 1.4 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 61.5%；固定资产

投资 3707.97 亿元，增长 32.3%，占全省比重 63.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150.42 亿元，增长 23.2%，占全省比重

63.4%。2009 年武汉城市圈 9 个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000.41 亿元，占湖北全省的比重由 2008 年全年的 61.5%上

升为 61.7%。2010 年武汉城市圈 GDP 达到 9635.76 亿元，占

全省比重 60.3%，比上年下降 1.4 个百分点。武汉城市圈全

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568.64 亿元，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为 4643.52 万平方米，邮电业务总收入 192.86 亿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414.19 亿元，入境旅游者人数 99.45 万人次。

2011 年，武汉规模以上轻重工业产值比是 1∶3.30，而大连是

1∶3.12，沈阳是 1∶2.82，成都是 1∶1.89，青岛只有 1∶1.58。武汉

的轻工业发展明显低于其他 4 市。

二、武汉城市圈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一）武汉城市圈优势产业区位熵分析。

区位熵分析法是建立在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而

区域比较优势是同区际贸易、区域分工密切相关的概念，区位

熵分析法正是根据这一原理来对一个区域的产业进行比较优

势分析，进而识别出这一地区的优势产业。[3]其计算公式为:

LQ= Eij / Ej

Ki / E

分子表示 j 地区 i 产业的产值占该地区全部产业总值的

比重，分母表示 i 产业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若 LQ≥1.1,说

明该产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LQ﹤1，说明该产业在全国

不具比较优势。LQ∈[1,1.1]，说明该产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

不明显，尚不能确定其是否具有专业化发展特征。

根据上述区位熵计算公式，笔者先对武汉城市圈各产业

2006－2010 年的区位熵进行测算，然后比较武汉城市圈九城

市各产业总体水平。
表 1 武汉城市圈各产业 2006－2010 年 LQ 值

数据来源：由 2007－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

《武汉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由表 1 可以看到，近年来，武汉城市圈第一产业的区位

熵一直比较小，尤其 2008 年表现最低，但总体比较平稳，说

明武汉城市圈内第一产业不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第二产业

的区位熵有逐年下降趋势，2009 和 2010 两年的区位熵小于

1，说明第二产业在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在逐渐

减弱，基本不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而第三产业表现出了较

高的专业化优势特征，区位熵接近 1.1，因此应大力发展武汉

城市圈的第三产业，并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但图中显示，第三

产业在 2010 年的区位熵下降幅度较大，其专业化优势特征

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可能受政府对鄂西生态圈的关注和大

力投资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了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投资和

计划拉动效应。
表 2 2010 年武汉城市圈九城市区位熵

根据 《湖北省统计年鉴 2011》相关数据，进一步考查

2010 年武汉城市圈九城市的区位熵，发现孝感、黄冈和天门

的区位熵均大于 2，具有明显的第一产业比较优势，第一产

业在这三个城市表现出了很强的集聚特征。黄石、鄂州和潜

江具有第二产业比较优势，尤其在黄石、鄂州、仙桃和潜江工

业的区位熵高于 1.1，在武汉城市圈发展中工业基础好。武汉

第三产业的区位熵为 1.18，具有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其他八个城市的第三产业基础薄弱，很难促成第三产业的集

聚发展模式。进一步对每一产业的行业区位熵进行分析，发

现孝感的牧业、黄冈的林业、天门的牧业和渔业的区位熵均

大于 1.1，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可以形成优势产业中的龙头

行业。黄石、鄂州的重工业区位熵均大于 1.2，适合发展重工

业；仙桃的轻工业区位熵超过 2，说明仙桃具有非常好的轻

工业发展基础，应重点发展其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轻工优

势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潜江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熵均大

于 1.1，其重工业和轻工业基础都很好，应在促进潜江第二产

业集聚的同时，重视与武汉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互补

需求，打造优势产业中的优势行业。武汉 2010 年交通运输和

仓储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为 10.7%，批发零售业增

加值比重为 19.2%，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12.1%和 11.6%。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应科学引导，重点发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第一产业 0.782292 0.772011 0.694959 0.741995 0.734844

第二产业 1.000054 1.037497 1.038512 0.993418 0.935491

第三产业 1.080659 1.04317 1.076702 1.098124 0.923377

武汉 黄石 鄂州 孝感 黄冈 咸宁 仙桃 潜江 天门

第一产业 0.31 0.79 1.32 2.16 2.90 1.96 1.88 1.68 2.56

第二产业 0.98 1.23 1.26 0.97 0.82 0.98 1.02 1.13 0.99

工业 0.95 1.33 1.37 1.00 0.77 1.05 1.11 1.19 1.04

第三产业 1.18 0.80 0.65 0.77 0.76 0.80 0.79 0.71 0.65

产业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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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几个优势行业。

（二）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相似性分析。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 2011》相关数据，以农林牧渔业、

房屋建筑业、民用汽车业、邮电业、零售业和旅游业为标准，

通过计算，得出武汉城市圈 9 个城市三次产业结构的相似系

数。相似度计算公式为：SAB= [4] 式中， 为 t

产业在 A 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为 t 产业在 B 地区

的产业结构中的比重，SAB 表示 A，B 两区域的产业相似系

数。取值范围为[0，1]，系数越接近于 1，表明两地区产业结构

越相似。
表 3 武汉城市圈九城市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

从表 3 可以看出，武汉与其他八个地区的产业相似系数

均在 0.9 以下，潜江除了与鄂州的产业相似系数为 0.935 外，

与其他八个地区的产业相似系数均低于 0.9。说明武汉、潜江

两市在发展武汉城市圈经济过程中，其产业结构选择有区别

性。武汉主要以房屋建筑业和零售业为主，和其他产业相比，

表现出了很大差距的社会总量；潜江发展比较滞后，潜江的

第一产业和工业的比重相对较大，各项产业产值数据不具有

明显竞争优势，因此未能说明其产业结构数据表现的合理

性。咸宁和鄂州、孝感、黄冈、仙桃、天门的产业相似系数均超

过 0.95，说明咸宁和上述 5 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高，

其与仙桃的相似性达到 0.99，可视为产业结构基本趋同。天

门与黄石、鄂州、孝感、咸宁和仙桃五个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

均大于 0.96，仙桃与孝感的相似系数为 0.997，产业结构雷

同。说明武汉城市圈在产业结构发展方面分工不合理，存在

重复竞争和资源浪费，制约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

三、“两型社会”视角的武汉城市圈产业集群发展问题

分析

（一）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方式制约“两型社会”的发展。

从图 5：1995－2009 年武汉市每万元总产值能源消费量

来看，武汉工业的发展正在从粗放式向集约效益型转变。

2009 年武汉市每万元工业总产值能源消耗量为 0.34 吨

标煤，比 2003 年下降 59%，比 2008 年同比下降 24%。但粗

放型增长的特征还没有完全改变。武汉城市圈在较长时期内

仍以重（化）工业为主，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工业结构表现出

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

演进，但其演进深度和宽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武汉城市

圈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特征直接影响了该区域的资源能源消

耗。

2010 年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 结 构 比 例 为 9.9：46.5：

43.7，其中工业比重为 39.5%，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

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格局。目前，武汉城市圈的第二产业

仍然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除武汉外，其他

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具有优势，武汉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及

带动作用并没有明显地促进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科学

技术对于三次产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武汉

城市圈三次产业的发展目前还没有满足构建“两型社会”的

需要，与湖北省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下的社会需求矛

盾不断升级。

2.城际发展不平衡，产业生态关联度低。武汉城市圈城

际发展不平衡，武汉作为城市圈发展的核心城市，其 GDP

总量远远高于其他八个城市，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2010 年占城市圈 57.9%，几乎是

黄石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6.9 倍。武汉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城市

圈 67%，比第二名黄冈市高出 8.7 个百分点。而天门对武汉

城市圈的 GDP 贡献 2010 年只有 186.86 亿元，占 GDP 总量

不足 2.4%，其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均大大低于其他八个城

市。因此，城市圈内各城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发展相

比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滞后很多。目前，城市圈内产业依存

度小，产业结构之间缺乏互补性，武汉的工业已经进入高新

技术化阶段，其余城市基本还处在轻加工业化阶段，大部分

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自主的精品名品少。[5]黄冈、咸宁，孝感、

天门，潜江等城市农业比重很大，农业人口数量多，农业现

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难以形成生态、绿色的产业集

群。

3.市场机制作用性不强。武汉城市圈产业空间结构的形

成主要依靠计划经济和投资推动，还未形成相互需求的市场

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支撑建设“两型社会”的第一责任主

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反映资源环境价值

的价格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对于投资“两型社会”产业的企

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等还有待进一步

落实。[6]

四、关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框架下推动

武汉城市圈产业集群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与资源供给结

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状态，促进武汉城市圈各产

武汉 黄石 鄂州 孝感 黄冈 咸宁 仙桃 潜江 天门

武汉 1.000
黄石 0.898 1.000
鄂州 0.797 0.947 1.000
孝感 0.594 0.887 0.911 1.000
黄冈 0.513 0.838 0.861 0.994 1.000
咸宁 0.669 0.919 0.966 0.986 0.963 1.000
仙桃 0.656 0.921 0.931 0.997 0.984 0.990 1.000
潜江 0.764 0.816 0.935 0.720 0.647 0.827 0.746 1.000
天门 0.781 0.972 0.977 0.964 0.930 0.986 0.980 0.83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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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协调发展，全面改革武汉城市圈内阻碍资源合理配置

和损害环境的体制与政策，保证武汉城市圈经济健康、持

续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1.优化供给结构。根据各城市发展实际情况，与现有

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的实际供给

情况，优先发展各城市的优势产业，并做好城市圈内部的

产业分工。使产业分工不断深化，深化到产业内、产品内、

工序内、任务内，加强分工的日益泛化，泛化全国、更大区

域直至全球。防止城市间各自为政，盲目发展，造成各城

市产业相似度高，互补性差，严重影响整体竞争力。同时，

应注重发展优势产业中的健康、绿色产业，满足现阶段人

们的需求特征。例如把原来处于原始生产的农业，开发成

绿色农业、品牌农业和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等。大力发展光

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

先进制造业。在提升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

装业、食品饮料烟草业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用怎样的方式

去生产什么样的食品、饮料和服装，加强产业的科技支

撑力度，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

级。

2．优化投资与需求结构。宏观层面要增强湖北省消费

拉动力，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

新的消费热点。目前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

拉动的，这在鼓励武汉城市圈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切实可行

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保证支持政策的同时，也要注意投

资结构的合理化，提高政府投资的质量和效益。重点扶持

高科技、高附加值和资源节约型产业的发展。从政策和制

度上对企业征收资源消费税和环境保护税，以遏制企业的

资源浪费行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3.优化国际贸易结构。贸易结构能够对经济增长率产

生深远影响，贸易模式转变能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武汉城市圈应调整和优化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间

的进口和出口比例，打破武汉城市圈现阶段的贸易商品结

构层次低、贸易主体结构外源化、贸易区域结构过度集中

化等壁垒，积极参与地区间、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从而带

动城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二）加快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完善产业链。

武汉城市圈现有产业集群内配套能力弱，可以大型企

业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衍生出一批具有分工协

作关系的企业，把各环节中做得最好的企业组织起来，形

成一条完整的、竞争力强的产业链。大企业主要负责接订

单、设计、选料和检验等工作，小企业可以与大企业形成

“蛛网式”的配套关系，同时必须考虑到土地利用、环境保

护、金融建设、财政支持等因素，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为

核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产业生态圈。

（三）营造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环境。

武汉城市圈要打破地域分割，共建、共享公共设施和

资源，积极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区

域品牌。更要保证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的优质服务，协调

与规范企业行为，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给企业输送技术

人员，帮助企业提高运作效率。同时，产业集群内部各企业

要重视企业文化创新、企业信用建设，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保证产业集群持续、健康的发展，不断增强产业集群对

国内外资本的吸纳力和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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