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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 ,湖北经济欠发达县和经济落后县在全省所占比例偏高 ,与发达省县域经济实
力相比较的差距较大 。加入WTO ,湖北县域经济将在县域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和民营企业发

展等几个方面的风险加大。要增强湖北县域经济的竞争力 ,现实地 、比较成功的路径有两条:
一是调整所有制结构 ,发展民营经济;一是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和成长
性。

[关 键 词]风险;竞争力;民营经济;特色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7155(2003)05-0016-05

　　2001 年 12月 11 日 , 中国正式成为 WTO 成

员。如何应对入世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

个热点问题 , 有关讨论绝大部分集中在整个国民

经济 , 或不同产业发展的应对上 , 然而中国不同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 , 有关区域经济发展

的应对尤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应对研究很不够。

本文以入世为背景 , 在对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分析的基础上 , 探讨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

险和对策。

一、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1.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截止 2001年底 ,湖

北省有 39个县、24个县级市、1 个林区 , 共 64个

县(市 、区;为方便起见 ,以下统称为县)。2001年 ,

全省 64个县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2190 亿元 ,

占全省 GDP 总量的 47%, 县均 GDP 为 34.22亿

元;财政收入总额为 88.73亿元 , 占全省财政收入

总量的 38.2%, 县均财政收入为 1.386亿元。全

省64个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493.11 亿元 ,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862.87亿元 , 分别占全省总额

的 31.8 %、43.7%。

2001年 ,以全省 64个县为总体 ,人均 GDP 为

5405元 , 按现行汇率换算 , 约为 650 美元;GDP

中 ,第一、二 、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26.5%、

41.1%和 34.4%;第一 、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

为 48.9%、18.0%和 33.1%;城镇化水平为 25.

5%。

2.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一 , 县域是全省

农产品主要的生产区域。湖北是全国的农业大

省 ,而农业和农产品生产又主要集中在县域。据

2001年统计年报 , 县域经济中的第一产业增加值

达 580.78亿元 ,占全省的 84%,在 GDP 中的比重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11.6个百分点 , 从事农业的

劳动力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也高出全省平

均水平 0.9个百分点。 2001年 ,粮食产量 1756万

吨 , 约占全省粮食产量的 82.1%;油料产量占全省

的比重为 76.3%, 猪牛羊肉产量占全省的比重为

77.6%, 水产品产量占全省的比重为 73.3%。

第二 , 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所占比重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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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所谓民营经济是一种以民间积累 、民间投资 、

民间所有 、民间经营为主要方式 , 产权清晰、责权

利统一 、政企分开、机制灵活的经济 , 它具有市场

性、自主性、开放性的特征。近几年来 , 在湖北县

域中 ,通过深化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改革 , 大力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 , 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所占的比

重越来越高。 到 2001 年底 , 湖北县域工业经济

中 ,非国有工业比重已达到 77.3%,大大高于全省

34.6%的水平 , 更高于城区 24%的水平。

第三 , 县域特色经济初见端倪。通过多年的

探索与实践 , 湖北省县域正在形成有地方特色的

产业、知名品牌和特色镇。从特色产业来看 , 例如

有以宜昌柑桔、秭归脐橙 、罗田板粟、随州银杏等

为代表的林特产业;以洪湖水产 、襄阳生猪、仙桃

家禽等为代表的养殖产业;以宜昌三峡、丹江口武

当山、长阳清江、神龙架林区、罗田天堂寨等为代

表的旅游业。从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工业品牌来看 , 例如有以松滋白云边、枝江大曲 、

大冶劲牌醇等为代表的饮料酒品牌;以仙桃迈亚 、

联乐床垫、汉川钢丝绳 、湖北车桥、凯乐塑管等为

代表的轻纺工业品牌;以广济药业、八峰药业等为

代表的医药品牌。从特色镇来看 , 湖北省仙桃市

彭场镇现已成为“中国无纺布制品第一镇”。

3.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第一 , 省内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参照国际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划分的通行做

法 , 我们选取人均 GDP、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财

政收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第二 、三产业就

业人员比重 ,城镇化水平等 6项指标 , 进行量化分

析与综合比较 ,将全省县分为经济较发达县、经济

欠发达县 、经济落后县三种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

根据上述六项指标 , 不同类型县指标的平均水平

如表 1:

表 1　不同类型县主要指标的平均水平

不同类型的县 经济落后县 经济欠发达县 经济较发达县 全部县

人均 GDP(美元) 369 566 900 650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1471 2089 2678 2061.4

人均财政收入(元) 209 263 358.3 288.42

第二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58.9 72.4 77.4 73.5

第二 、三产业就业比重(%) 44.9 50.2 54.8 48.8

城镇化水平(%) 16.9 23.8 31.8 25.5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局:《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打印稿)

　　依据表 1 的指标水平分类 , 在全省 64 个县

中 ,经济较发达县有 18 个 , 经济欠发达县有 26

个 ,经济落后县 20个。经济欠发达县和经济落后

县占 64个县的比例为 71.9%, 显然 , 经济欠发达

县和经济落后县所占比例偏高。

第二 , 跨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2001年 , 湖北省 64 个县中 , 国内生产总值过 100

亿元的县只有 1个;地方财政收入过 2亿元的有

16个。与浙江 、广东、江苏、山东四个沿海发达省

县域经济实力相比较的差距较大。经济实力比较

见表 2:

表 2　湖北、浙江 、广东 、江苏、山东五省县域经济实力比较

省　　　份

数量与百分比

湖北省 浙江省 广东省 江苏省 山东省

数量

(个)

占本省

(%)

数量

(个)

占本省

(%)

数量

(个)

占本省

(%)

数量

(个)

占本省

(%)

数量

(个)

占本省

(%)

GDP 在 100亿元以上的县 1 1.56 16 25.81 10 12.99 12 20.70 12 13.04

地方财政收入在2 亿元以上的县 16 25 27 43.55 10 12.99 27 46.55 30 32.61

注:浙江、广东、江苏 、山东省为 2000年省数据 ,湖北省为 2001年数据

　　从农村居民收入来看 , 湖北省全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平均水平为 2352元 , 其中最高的县为 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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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仙桃市),最低的县为 1243元(团风县)。而在

浙江、广东 、江苏 、山东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

县水平分别为 6152元、7292元、5577元 、4206元;

最低县水平分别为 1896 元、2100 元 、2151 元 、

1909元。最高水平相差 4209 元 , 最低水平相差

666元。

二、加入 WTO ,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风

险

加入WTO , 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

响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现实地讲 , 东部地区面临

的机遇要大于风险 , 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风险要

大于机遇。湖北面临的风险要大于机遇。

1.加入WTO ,县域农业发展的风险加大。加

入WTO 对湖北县域农业的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

四个方面:一是关税减让;二是进口关税配额;三

是停止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四是农业对国内支

持和补贴政策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调

整。对来自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 , 经综合比较

分析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受冲击相当大的农产品

有三类:第一类是粮食 、棉花、植物油等土地密集

型的大宗农产品。

2.加入WTO ,县域农民增收的风险加大。改

革开放以来 ,湖北县域农民与全国农民一样 , 增收

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通过农业。二是发展农

村非农产业 、发展乡镇企业 ,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

向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转移。三是农民进入

大中城市打工 , 导致农民增收。以上三条途径在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后 , 面临的

新情况 、新问题就很多 , 原有的经验也不适应新的

发展阶段。

(1)从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来看。现在我国农

产品市场已经是供求基本平衡 ,并且丰年有余 ,农

业增产 ,农民却并非能增收。在过去几年里 , 农产

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趋势直接影响农民人均农业

收入。 1978～ 1996年间 , 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了

5.5 倍[ 1] (P303), 大大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水平 , 这是

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 也反

映了国内农产品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格局。但是

在 1996 ～ 2000年间 ,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

计下降了 22.6 个百分点[ 1] (P84), 广大农民直接现

金损失在 3000亿元以上。从农村农民家庭调查

来看 , 1998年全国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上年减

少了 30 多元 , 1999年又减少了 50多元 , 2000年

继续减少 40多元 ,三年之中全国农民人均来自农

业的收入减少了 131元。 2001年 ,由于粮价上涨 ,

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有所增加 ,比上年增加了 30

元。但总的来看 , 2001 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比

1997年还少 100 元[ 2] 。即使如此 , 中国农产品的

价格还是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 20%～ 40%。

加入WTO后 ,湖北省县域农民要想增加来自农业

的收入 , 看来至少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

(2)从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乡镇

企业转移增加收入来看。入世前 , 根据中国的人

地比例和现有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农民剩余

劳动时间的比例大约为 40%～ 50%。加入 WTO

后 ,由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

提高 ,农民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将由 40%～ 50%

提高到 50%～ 60%, 甚至更高的比例[ 3] (P90), 农民

必须往非农业部门转移。而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

阶段对大规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很不利。

3.加入 WTO , 县域民营企业发展的风险加

大。加入WTO ,县域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加大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以来 , 尽

管县域民营企业在国内竞争中受地方主义的保护

不断淡化 ,但在参与国际竞争中 , 受关税和非关税

的保护。加入WTO后 ,在关税水平大大降低的情

况下 ,我国除了对某些幼稚性产业(其中中小企业

数量甚微)实施适度保护外 ,不可能采取非关税措

施对中小企业进行保护。

(2)比较优势弱化。湖北省县域民营企业普

遍规模小而散 , 管理水平低 , 产品质量差 , 技术含

量低。加入WTO后 , 外国企业的介入将加快新技

术产品的开发 , 那些可以由新技术替代的单纯性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必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

同时 , 对于不可替代的单纯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

业 , 也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的竞争。

(3)民营企业家面对入世的准备不充分。湖

北省县域民营企业主要是内向型企业 ,民营企业

家缺乏利用外资、利用国外技术和跨国经营的知

识和实践 , 缺乏对 WTO 规则的学习和了解。并

且 ,许多民营企业家还不清楚全球化和加入世贸

组织意味着什么 , 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缺乏必要的各种准备。

三、加入WTO ,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1.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途径。加入WTO ,

湖北县域经济要增强应对能力 , 其核心是要发展

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在主流经济学看来 , 竞

争力(竞争优势)就是比较优势 , 竞争力只不过是

比较优势的一种直观表述。湖北县域经济要发展

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 , 其方向就是要发展在市

场上表现出产品价格低廉和占有率高的优势产业

和优势产品。在县域如何形成优势产业和优势产

品呢? 改革开放以来 , 在我国比较成功的做法是

发展民营经济和发展特色经济。

(1)改革开放以来 , 各地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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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竞争力。对此 , 北大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种理

论解释:中国民营化的进程同市场竞争密切相关 ,

只不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上不同企业、不同地

区之间的竞争。我们国家自 80 年代地方分权之

后 ,地方政府有了各自自身的利益 , 导致不同地区

之间就出现了非常激烈的竞争。最初的这种竞争

主要是通过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但随着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

放程度的提高 , 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困难。于是 ,

竞争的结果是效率决定生存。哪个地区的所有制

问题解决得好 , 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 , 哪个地区

的效率就高。结果是民营化程度高的地区 , 激励

机制更有效 , 则效率较高 , 成本优势较大 , 能够占

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 而民营化较低的地区就被迫

加快民营化的进程。各地方政府实际上进行的是

一场民营化的大比赛 , 看谁跑得更快。由此推动

了中国经济的民营化进程。

(2)改革开放以来 , 在我国县域中 , 逐步形成

了一种具有比较优势(竞争力)的经济形态。这种

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地区拥有某种产业的特定性要

素 ,它包括产业特定性的自然资源 、产业特定性的

人力资源(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特定性

的知识 、产业特定性的氛围等。这些产业特定性

要素具有流动性低的特征 , 导致这些要素一旦在

一定区域内生成便很难向四周扩散 , 从而经过漫

长的内生演化与累积过程 , 形成产业特定性的空

间集聚状态。正是这些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

理区域内的集聚引发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与演

化[ 4]。我们把这种比较优势可称之为“专业化产

业区优势” 。这种专业化产业区优势既可能是“人

有我优” , 也可能是“人无我有”(在产业特定性要

素流动性很低的情形下 , 就形成了“人无我有”的

专业化产业区)。总的来看 , 具有“专业化优势”的

产业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地方特色经济。特色经

济应作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2.大力推进县域所有制结构调整 ,创造性地

发展民营经济。加入WTO ,意味着中国经济与国

际经济的全面接轨 , 国内竞争性领域越来越扩展 ,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竞争愈益激烈。湖北县域经

济应对竞争 , 首要性地就是要抓紧进行所有制结

构调整 ,创造性地发展县域民营经济。

(1)选择适合湖北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

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在

长期经济发展中 , 大体上曾经产生了二类比较成

功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一类是以利用外资(包括

港澳台资)为重要特征的珠江三角洲民营经济发

展模式;一类是江浙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其中 ,又

具体包括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利用外资要受许

多特殊条件的限制 , 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大量引

进外资的条件。湖北省地处中部 , 利用外资的条

件远不如东南沿海一带。可资借鉴的民营经济发

展模式应重点选择江浙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 尤其

是“温州模式” 。当然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温州模

式”与其形成之初的“温州模式”已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的温州模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变化:

一是农村非农产业正逐渐向一些小城镇集中或使

村庄发展成小城镇;二是企业的规模比当初扩大 ,

出现了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少数股份有限

公司;三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上都

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四是营销方式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五是“温州模式已由农村扩展到城市[ 5] 。

(2)激发民间的创业精神。民间的创业精神

是发展民营经济的动力源泉。(1)必须坚持“三个

有利于”的标准 ,把解放思想贯穿于县域民营经济

发展的全过程。(2)必须努力减少民间投资的风

险。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不确定性。有市场的

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市场的不确定性

难于降低 , 而政策的不确定性必须努力降低。为

此 ,必须使市场主体 、民营企业家群体 ,通过他们

的代表 ,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 ,对政府形成一定的

制约能力 ,从而降低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 , 减少民

间投资的风险。(3)确保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和

私有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应当把“私人合

法财产不容侵犯”的条文写进宪法 , 并以这一原则

修改各类法律、法规 , 消除私人投资的后顾之忧 ,

这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3)加大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政府

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扶持 , 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广开

融资渠道。目前 , 中国上市公司中只有 1%～ 2%

是民营企业 , 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从股票市场上

得到融资 ,而四大家商业银行主要是为国企服务。

根据人民银行年报统计 ,至少有 3/ 4的企业贷款

是用于流动资金 ,而其中供给私营经济的(包括个

体户和私企)不到 1%。这就足以说明 , 制约我国

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恐怕就是融资渠

道的问题。湖北省政府提出:“加快建立以民营经

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省、市 、县三级信用担保体

系。鼓励由政府资助 , 社会力量、企业共同出资设

立信用担保机构。” “依法鼓励扶持各级工商联组

织和私协、个协设立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

供融资担保的服务机构。鼓励民营企业、个体工

商户之间依法互相担保或联合担保。”这些措施对

发展县域民营经济很有意义。

(4)加大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政府

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扶持 , 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广开

融资渠道。目前 , 中国上市公司中只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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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营企业 , 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从股票市场上

得到融资 ,而四大家商业银行主要是为国企服务。

根据人民银行年报统计 , 至少有 3/ 4的企业贷款

是用于流动资金 ,而其中供给私营经济的(包括个

体户和私企)不到 1%[ 6] 。这就足以说明 , 制约我

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恐怕就是融资

渠道的问题。湖北省政府提出:“加快建立以民营

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省、市、县三级信用担保体

系。鼓励由政府资助 ,社会力量、企业共同出资设

立信用担保机构。”“依法鼓励扶持各级工商联组

织和私协、个协设立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

供融资担保的服务机构。鼓励民营企业、个体工

商户之间依法互相担保或联合担保。”这些措施对

发展县域民营经济很有意义。

3.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 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

力。浙江、广东经济腾飞的奥秘就在于走出了一

条特色经济的路子。在浙江 , 特色经济促进了极

富竞争力和成长性的区域经济模式的形成。这一

模式的具体内容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

专业化产业区。投资主体多元化所体现的是投资

人自由组合 ,企业组织形式丰富多样;而专业化产

业区的形成 ,由一村一品 , 一乡一品演进而成。从

区域层面来看 , 已呈现出三圈式布局结构:专业

镇、专业开发区———特色县———以优势产品行业

群和优势业务领域为内涵的基地省。其中 , 最内

层圈是基础。例如 , 中国电器城的柳市镇 , 有低压

电器生产企业 1000多家 ,市场占有率达全国的 1/

3。1999年 GDP 达到 28亿元。还有中国的袜业

之乡———大唐镇 , 中国的标牌包装之乡———金乡

镇、中国的纽扣拉链基地———桥头镇 ,等等[ 7] 。

在广东 , 由特色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扩大效

应同样促进了极富竞争力和成长性的区域经济增

长模式的形成。以东莞市厚街镇为例。目前 , 东

莞市厚街镇已经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生产体

系 ,包括服装、家具、电子 、玩具 、鞋类 、皮革六大产

业基地。其中家具业更是一支独秀 , 最具特色。

厚街镇历史上有做家具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 , 少数

个体、私营企业看准国内市场的需求 ,从简陋的手

工作坊开始制造经营家具 , 到高科技的现代化机

器人生产家具 , 短短二十几年已经发展到 400 余

家上规模的家具生产企业 ,产值超过 20亿元 , 同

时建成颇具规模的家具专业市场 8个 ,总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 ,开辟了长达 5公里的“家具大道” , 是

珠江三角洲国际家具大型集散地之一[ 8] 。每年两

次“名家具(东莞)展览会”定点在东莞厚街镇举

办 ,在家具生产经营和展览会引擎拉动下 , 厚街镇

经济发展出现乘数效应。一方面对家具生产本身

及它的上 、下游生产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 如皮

革、木材加工 、金属生产 、玻璃、机械 、布艺等行业

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

在湖北县域中 , 特色经济的发展有了初步的

基础 , 必须要抓紧把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做强 、做

大 ,在发展特色经济上狠下功夫。同时 ,湖北省县

辖区有 860个镇(截止到 2000年底), 要在这 860

个镇中有重点、有选择的把发展专业化产业区与

发展小城镇有机结合起来 , 形成更多的特色经济

镇、特色经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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