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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部各省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东部和西部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客观要求中部崛起必须有 自己的“领头 

羊”。正确解读中部崛起“龙头”之争，有助于国家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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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两年，中部地区(河南、湖北 、山西、安 

徽、湖南和江西 6省)“塌陷”正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2004年 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正式提出“中部崛起”，并列入 2o05年的 

六项主要任务之中，今年的“两会”期间，中 

部崛起再度成为热门话题。然而，中部如何 

崛起 ，从何崛起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些 

问题摆在中部各省之间，则形成了一种“中 

部老大”地位的争夺战。首先是河南媒体率先 

发出要做中部领头羊的口号，而后湖北、湖南 

等省也先后宣扬自己的地区优势，希望能在 

中部崛起的战略中，谋得“大哥大”的地位。并 

且，这些省份毫无例外地都是以打造自己的 

都市群(圈)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换言之，各 

省的竞争实际上主要是 5个城市群 (中原城 

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工业 

走廊、合肥一芜湖都市带)的竞争。显然，纷争 

的背后必有其深刻的道理 ，正确认识和对待 

这场纷争，才能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才 

能真正尽快实现中部经济的崛起。 

1 “龙头”之争的原因剖析 

众所周知，在中部 5个城市圈的争夺 

中，谁能获得“龙头”地位 ，谁就能取得中央 

政府的青睐，甚至可以得到经济 、政策上的 

各种优惠，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军人物”，带 

动其他城市群的发展，从而在区域内获得更 

多的活语权 ，在中部突破的过程中获得主动 

先机。显然，这只是“龙头”之争的表面原因， 

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道理。 

1．1 东部和西部发展的经验及教训说明区 

域发展 离不开“龙头”的作用 

实践证明，一个区域的开发(尤其是大 

区域)仅仅依靠优惠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必 

须借助增长极的龙头作用，逐步推动区域的 

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东部设立的经 

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实际上起到了区域增 

长极的作用，2O多年来 ，它们的经济腹地逐 

步扩大 ，实力 由弱及强，到现在最终形成了 

长三角 、珠 三角 和环 渤海 湾 3个 国家级 的增 

长极。这 3个增长极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主导力量 ，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格 

局，成为地区经济最受瞩 目的亮点。以吸引 

外资为例，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和间接 

投 资 额 占全 国 的 百 分 比从 1997年 的 

23．01％急剧上升到 2003年的 32．95％，上升 

了9．94个百分点⋯。它们不仅将继续带动东 

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中西部社会 、经济的进步。再反观西部地区， 

西部大开发已过去 5年 ，在这 5年中，西部 

上了不少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 、西电东 

送、水利枢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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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础设施确实大为改观。但从西部地区 

的市场建设、当地的经济发展 以及人们收入 

的变化上，并未看到有特别明显的提高，也 

就是说，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并不显著。而且 

值得关注的是 ，在轰轰烈烈的几年之后，西 

部大开发有明显降温的迹象，这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在开发中缺乏像东部 

那样的增长极作为龙头 。换言之，与东部地 

区相比，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在 

于，没有像东部那样 ，由国家政策确立开发 

热点 ，而在发展中，西部自身又没能培育出 

经济发展的龙头。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地域 

辽阔、基础薄弱的西部，缺乏龙头的带动，开 

发降温实属必然。这些经验与教训告诉我 

们 ，对于一个基础薄弱的地区而言，在经济 

起步阶段，必须首先尽力打造一个或若干个 

区域热点 ，搞好交通和通讯网络等建设，改 

善投资环境 ，从而吸引外部资金进入，然后， 

由这 些“领头 羊 ”带动 周边地 区 的发 展 。所 

以，无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或者城市群中 

心最终圈定的是谁，中部要突破 ，就必须尽 

快建立一个类似东部地区的发展龙头。 

1．2 松散的经济联系与现实的背离倾向客 

观要求 中部崛起必须有 自己的“领头羊” 

经济联系松散是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个 

突出特征 ，其必然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与 

严重的重复建设，而这种状况又会进一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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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各省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从而使得 中部的 

经济联系更加松散。据统计，在中部的 39个 

产业中，共有 14个产业被各省列为支柱产 

业。烟草、石化、电力、食品、钢铁为五省共有， 

有色、煤炭采选 、汽车为3省共有l1l。以汽车制 

造业为例，汽车制造业是中部的主要产业之 

一

，但由于在发展中各自为政，缺乏技术和经 

营上的合作 ，生产企业虽多，规模却都较小， 

导致技术和资金力量不强，创新力不够，最终 

没能形成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汽车品牌。 

与此同时，在当前国内经济区域一体化 

进程中，中部不仅没有出现经济整合的迹 

象，反而出现了背离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湖 

南将其定位为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 “后 

院”；安徽提出“立足优势、面向市场”，积极 

融入长三角；江西提出和长三角、珠三角 、闽 

三角联动；资源大省山西则欲融入京津环渤 

海地 区；农业大省河南也酝酿 自己的”中原 

隆起带”。勿容嚣疑 ，缺乏合力、缺乏互动是 

实现中部崛起的主要阻碍之一。因为这种状 

况不仅削弱了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力量 ，更 

重要的是因缺乏区域整体观念而大大降低 

了中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决策中的 

影响力。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中部 自 

身的经济联系较为松散外，更重要的是，中 

部至今缺乏一个有足够集聚和辐射力的中 

心城市或城市群，所以，打造中部发展的“龙 

头”，是增强中部地区向心力，提高六省经济 

联系，从而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保证。 

1．3 各省势均 力敌是 “龙 头”之争产 生的又 

一 重要原 因 

中部 6省虽然土地面积大小不一、人口 

有多有少，但从总体上看，各省的经济实力 

差距不大，没有任何一个省具有明显优势， 

从而能自动取得“领导权”。如附表所示 ，河 

南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由于人口众多，人 

附表 中部6省经济指标对比(2003) 

均 GDP与山西、湖南等省相差无几；湖北尽 

管人均 GDP高居榜首 ，但经济总量却不及 

河南 ；山西经济总量最小，但却凭借其资源 

优势实现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就三产结构而 

言，除湖南外，其余各省均是“二、三、一”的 

结构 ，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 GDP增加 

值比重不高(介于 31．9％～37．5％之间)；虽然 

湖南的三产是“三、二、一”的结构 ，但这种格 

局并非表明其产业结构层次已进人更高级 

阶段，只说明其工业化水平更加落后。所形 

成的这种低层次的结构不仅基础不稳固，而 

且经济效 益也不高 。另外 ，6省城镇居 民可 

支配收入与农民收入也都非常接近，所以， 

中部各省基本上势均力敌，形成不了一省独 

大的局面，都认为 自己的地理区位优势不可 

替代 、具有较好的资源与产业优势，各 自的 

城市群有较强的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有资 

格充当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资料来源：中部地区宏观经济检测网及国家统计信息网统计公报 

2 国家区域政策的选择 

顺应中部经济崛起的要求 ，目前学术界 

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空间组织观点。 

河南大学覃成林教授主张，中部地区要 

采取多极化网络型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策略。 

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体系、交通、信息、企 

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种快速发育的网络， 

进行多极化网络型区域开发 ，培育出若干具 

有全国意义的核心竞争力地区，参与全国的 

区际分工和竞争。同时，发挥其对区内的空间 

组织核心作用，促进 区域 内部 协调发展 。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胡树华认为，中部地 

区应当采取点轴圈联动的空间组织模式。也 

就是根据中部城市的综合实力，对其城市体 

系进行合理的层级划分 ，不同层级的城市确 

立不 同的城市定位 和发展重点 。建立点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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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单核、多极 、多层次的城市群体系，并通 

过极点辐射、轴线辐射 、平面辐射逐步实现 

点 、轴 、圈城市联动 的五层级发展模式 。 

笔者认为，增长极可以是单个城市也可 

以是城市群。显然，中部地区五大城市群在 

各 自的省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在客 

观上起着增长极的作用 ，同时，就每个城市 

群而言，其内部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较小 ， 

经济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一个城市群就 

是一个整体 ，就是一个增长极。应该说，中部 

地 区这种 以城 市群 为极点 的多极 格 局 已初 

步形成。国家应当支持这些城市群的建设， 

以便以它们为增长极，逐步带动中部地区的 

经济发展。另外，考虑到国家的财力所限，同 

时为了避免城市群之间的无序竞争与各 自 

为政，国家应重点扶持一到二个城市群作为 

中部经济发展的“龙头”。基于以上认识，并 

综合考虑六大城市群(以太原为中心组成的 

区域可看作第六个城市群)的综合实力与地 

理位置 ，中部应当采取以武汉城市群 、中原 

城市群为第一层，以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工 

业走廊、合肥一芜湖都市带 、太原为中心的大 

字形经济带为第二层的“双层多极”的发展 

战略。在这种双层多极框架内，国家应实施 

如下政策 ： 

2．1 增 强武汉 城市 群和中原城市 群的经济 

实力，使其尽快成长为国家级的经济增长 

极 ，促 使其发 挥 中部崛起 的“龙头 ”作用 ；加 

快建设它们与沿海 3个国家级增长极之间 

以及 与 中部 4个区域 增长极 之 间的交通 和 

信息网络 。促 进要素与企业的集聚与扩散 

与沿海地区的 3个国家级区域经济增 

长极(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环渤海湾 

地区)相比，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经 



济实力还很弱。所以，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 

增强其影响力是当务之急。为此 ，首先，国家 

应当放宽这两个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权限，允 

许它们在比照过去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 

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制度创新 ，从 

而激励它们创造更有利于集聚要素、吸引外 

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降低企业外部成本 

的政策环境，增强其经济活力。其次，通过财 

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增加信贷等方式支 

持该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公共设施建设，并 

培育和扶持支柱产业，壮大其实力。再次，加 

大对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直接投入、增强对 

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以多元化的政策稳定和 

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中部经济发展提供人力 

资本的保障。 

另外，区内外增长极之间发达的交通和 

通信网络是中部实现崛起的重要保证。 目 

前，中部地区的水路、铁路和空中航线尚未 

形成网络。水路、公路基本上仍是从主干到 

支干，从根、枝到叶的树状结构 ；通信 、航空 

则呈现以中心城市为节点的放射状、星状结 

构；区域内尚无国家一级国际空港 ，缺乏直 

航国际的航线，一体化程度不高。国家应当 

支持中部地区在充分发挥现有高速干道、国 

道以及水运干线、铁路、航空线路的基础上 ， 

进一步扩大原有交通线路的通过能力，积极 

建设武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通往大珠江 

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的高速 

公路和铁路，使之成为中部接受东部发达区 

域产业梯度转移的通道。同时，加快完善武 

汉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之间，以及它们与中 

部4个区域增长极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逐 

步实现交通立体化 、多元化；将武汉和郑州 

机场建设成为国际空港；加快信息港和信息 

网络建设 ，以主要中心城市为节点，搭建共 

享型 、数字化信息平台，以多媒体信息传输 

骨干网络、宽带网、公用数据通信及计算机 

互联网、数字通信网、广播电视网等现代网 

络技术为基础，构筑各省之间发达的信息高 

速公路，实现中部与沿海地区的信息资源共 

享 。 

2．2 以多元化手段诱导东部劳动密集型和 

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 

由于区域基础、国家政策、发展战略等 

因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 

西部内陆地区逐渐降低，存在梯度差异 。东 

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将可能导致一些 

传统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但同时应该看 

到，东部地区偏轻的产业结构因大量中西部 

地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仍然具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其在短期 

内难以向中部地区转移；另外，中部在接受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时还面临着国 

外，如印度、泰国、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发展中 

国家或地区的激烈竞争。所以，为了促进东 

部地区相关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 

产业)向中部转移。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完善 

东、中部之间产业转移的通道，提高中部地 

区的可进入性 ；另一方面应当在东部形成政 

策“推力”，迫使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部 

分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 ，如，国家可 

以通过提高土地、能源、水资源、劳动力等要 

素成本，降低它们在东部地区的获利空间； 

与此同时，还要在中部形成政策“拉力”，诱 

导东部相关产业 向中部转移，如 ，积极实施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 

政府的改革与创新，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与 

办事效率，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 

劳动力的使用成本 ；提供优惠的税收与土地 

政策等。 

2I3 建立协调机制，促进中部地区内部的经 

济 一体化 

中部地区经济联系松散且地方保护主 

义严重，区域市场难以建立，商品与生产要 

素难于在区际之间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因 

此，中部六省只有联动发展 ，促进“行政区经 

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实现经济一体化， 

才能实现跨区域的资源与要素整合、产业和 

企业的重组，实现“区域外部规模经济”。同 

时，通过六省联动，可以使它们在信息 、基础 

设施 、环保、产业及企业政策等方面形成共 

享、合作或协调。 

对此，国家应当成立强有力、高规格的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形 

成领导有力、上下通畅、左右协调 、衔接有序 

的工作机制，从而保证中部各省之间的协调 

配合，促进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一是 

督促中部破除各省之间的行政壁垒，撤销不 

利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妨碍企业跨 区域 

投资、商品和服务跨区域供给的地方政策和 

关卡 ，降低微观经济主体的外部成本，提高 

要素配置的效率。二是帮助和参与中部地区 

各省建立协商对话机制 ，促进各省就长期战 

略及规划思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策略、 

跨省市重大建设项 目规划布局等进行沟通 

和交流，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在保 

证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和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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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etition of“leading position”in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and the Choice of Regional Policy 

Abstract：Understanding clearly the competition of“leading position”in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can help gov— 

ernment lay down scientific regional policy．Constructing the“leading position’’in central China is the demand 

of economic present situation in central China and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and lesso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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