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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试验，武汉城市圈如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１＋

８＞９，将成为中部崛起创造战略高地，也为全国区域经济

一体化探索科学发展之路。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地有关部门和专家详解武汉

城市圈有七个方面的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需要破解，综合配套

改革将从建立七个方面新的体制机制着手。 “一体化”效应

初现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圆心，周边黄石、鄂州、黄冈

、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８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

联合体。面积不到全省三分之一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

省一半的人口、六成以上的GDP总量，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

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自２００３年

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武汉城市圈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

，“１＋８”城市协调发展的各项工作一直在扎实推进之中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其带动辐射作用日益增

强。 根据省政府审定通过的《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 “十

一五”至2020年期间，武汉城市圈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以长江

经济带为主轴的东西部互动发展的关键接力点和加速器，内

陆地区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促进中部崛起

的重要战略支点；重点是实现“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

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区

域市场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 武汉通往圈内

各城市的８条高速出口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将相继续建成



。2005年武汉钢铁集团与鄂州钢铁公司实现了资产重组，成

立武钢集团鄂州钢铁公司；大商业企业则以连锁经营为依托

，设点布店，发展迅速，目前武汉市商业企业在周边八市发

展连锁经营网点92个。产业发展上出现了“双迁模式”，即

生产基地迁往周边，周边地区“总部”迁往武汉。 市场一体

化的“聚群效应”初步显现。据统计，武汉城市圈四年来带

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去年武汉城市圈

实现生产总值达到４５９８．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

５％，高出全省平均速度１．４个百分点，占全省生产总值

的６１．３％。 融城破壁“七道坎” 武汉市发改委主任龙正

才说，经过几年的探索，武汉的龙头作用日益显现，武汉城

市圈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矛盾，

体制机制性障碍尚未实质性破除。 一是在产业发展方面，结

构性矛盾突出。由于地方政府考虑到GDP、财政收入及担心

税收流失等等，产业一体化尚有不少困难。城市圈内存在一

定的低水平竞争，产业结构上既重复布局，又缺乏配套性、

延伸性，区域内难以形成大的优势产业链。 二是自主创新方

面，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教资源整合和科技成

果转化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促

进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三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有待创新，城际公共交

通、电信运行机制等还有些体制障碍需要突破，比如过去曾

设想在武汉城市圈推行城际公路交通收费“一卡通”，9市的

电话通信实现“一个区号”等，都因为涉及到一些部门利益

、人员安置等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落实。 四是资源节约、环

境保护方面，压力增大。武汉市及周边部分城市属于老工业



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型化，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能耗较高

，排污压力较大，节能减排的任务重。 五是在城乡发展方面

，武汉城市圈内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在户籍、就业、教

育、医疗等方面还存在城乡分割现象。 六是在区域协调合作

方面，武汉城市圈差异性大。武汉市“一城独大”，周边城

市经济实力普遍较弱，短期内还难以与中心城市形成分工协

作关系，地方利益的影响，使区域协调机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和完善。据统计，2006年武汉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590亿元，

其他8市合计只有2007亿元，没有一个超过400亿元。 七是建

设统一市场存在体制障碍。在金融、土地、劳动力、产权转

让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区域统一的大市场。 两型社会“七重门

” 湖北省在初步拟定的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框架方案中，提

出试点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消除影响武汉

城市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为此试验区改革将完成

七大任务： －－探索建立统筹区域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促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重点是优化产业布局，改善产业配套环

境，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实现

产业一体化发展。 －－探索建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

制，完善区域创新体系。重点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使区域科技创新优势变成强大的经济发展

优势。 －－探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机制，优化区域

经济结构。重点是转变思想观念，放宽市场准入，消除体制

机制障碍，突破性发展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外包等现代

服务业。 －－探索建立基拙设施共建共享和公共资源合理配

置的体制机制，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功能。重点是推进现代城



市规划、建设、营运、管理体制创新，加快城市公用事业管

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探索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实现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完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管理

体制，加强制度约束，加大环保投入，建立健全节能减排、

环境治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完善城市圈土地资源管理体制

，探索节约和集约用地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重点是统筹

工业化、城市化进展，加大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工

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人口转移、农业农村用地减少

平衡机制，促进集约用地。 －－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实

现城乡协调发展。重点是推进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建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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