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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和武汉城市圈对豫南鄂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小的实

际,并研究了豫南鄂北区域经济发展现状.通过与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的比较,研究了发展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和构建豫南鄂北城市群的潜力.结合研究结果,提出

了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想,给出了促进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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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继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中

部崛起战略之后,又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 １ １ 年将发展武汉城

市圈和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两大国家战

略,它们对中部崛起起了巨大支撑作用.但由于历史

上行政主体区不同,豫南鄂北处在两个国家战略经济

区之间,也是河南省和湖北省的欠发达地区,其滞后的

发展现状影响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１].因此,推进

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力促进豫南鄂北城市群

发展,对中部全面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豫南鄂北区域包括河南省南部南阳市、驻马店市

与信阳市(豫南区域)和湖北省北部十堰市、襄阳市与

随州市(鄂北区域).该区域处于中原经济区(南阳市、
驻马店市和信阳市属于中原经济区边界)和武汉城市

圈之间,距离武汉市 １ ５０ ~ ３００km,距离郑州市 ２００ ~
４００km.由于经济辐射力的距离效应,豫南鄂北受中原

经济区和武汉城市圈影响较弱,使该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与南北两大经济区的发展水平有显著差异.经济辐

射力是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促进作用力

的一个方面.赵娴和林楠[２]指出,经济辐射力主要体

现为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水平、就业吸引

能力、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科技和教育水平

等对周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力.胡树华[３]等认为,
武汉市服务业发展水平有限,虽然辐射范围广,但影响

力弱,豫南鄂北区域受武汉经济辐 射 有 限.王 仁 祥

等[４]结合武汉城市圈金融业发展,提出了金融较弱的

论点,认为武汉城市圈金融影响力对鄂北区域影响力

较弱.冯德显等[５]通过研究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力指

标体系,发现郑州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区域有限,在河南

省南北部经济辐射力较弱.由此可知,距离区域性中

心城市越远,经济受中心城市带动越小,豫南鄂北区域

经济受南北两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影响被弱化,其发展

缺少活力与带动力.因此,为了全面发展中部经济,缩
小地区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平衡发展,豫南鄂北必然要

发展本区域中心城市.
处于两个经济区之间的豫南鄂北区域受惠于南北

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该区域不仅可以抱团发展域内优

势产业,实现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且可以推进

南北经济区域产业发展.因此,大力促进豫南鄂北区

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豫南鄂北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省区间

整合产业、统一市场,达到共同协调发展的目的[６].区

域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为谋求

经济发展,通过签订经济合作条约、协议,促进区域内

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形成一个区域经济联合



体的过程.李郇和殷江滨[７]指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能够实现区域内经济快速增长,通过优化区域内产

业空间布局和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有效配置,提升区

域内经济发展效益和水平.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

将提升该区域经济效益并优化资源配置.当前,发展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黄河金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区已经

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这有助于全面促进中部崛起,加
快中部区域经济发展壮大[８].豫南鄂北区域由于处于

河南省和湖北省交界地带,其发展滞后于南北两大经

济区.因此,定位豫南鄂北区域经济功能,研究豫南鄂

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豫南鄂北城市群,具有重要意

义.

２　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提条件

２．１　区域概述和空间距离

豫南鄂北区域国土面积 １ １．３４ 万 km２,２０１ ２ 年区域

内常住人口达到 ３ ４７ ７ 万,区域内 GDP 总额约为 ９ １ ５ ９
亿元.区域内经济基础好,劳动力丰富,能源与资源充

裕,具有优越条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区域内南阳市

是河南省的第三大区域性中心城市,襄阳市是湖北省

第三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两市具有发展成为区域性中

心城市的潜力,能更好地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在区

域内,襄阳距离武汉直线距离约 ２ ６０km,随州距离武汉

直线距离约 １ ５０km,信阳距离武汉约 １ ７０km,南阳距离

郑州约 ２２０km,驻马店距离郑州直线距离约 ２００km.
该区域空间距离决定了其既能够融合于中原经济区,
又能够与武汉城市圈形成产业衔接.此外,豫南鄂北

区域内各城市相互距离约 １ ００km,具有优越的区域经

济一体化发展条件.

２．２　区域交通与资源产业优势

豫南鄂北区域内基础设施发达,交通便利.区域

内东西方向 G７０ 福银高速连通十堰市、襄阳市和随州

市及武汉城市圈和西咸新区,G４０ 沪陕高速连通信阳

市和南阳市及长三角经济区和西咸新区.南北方向 G４
京港澳高速连通驻马店市和信阳市及中原经济区和武

汉城市圈,G５５ 二连高速连接南阳市与襄阳市及中原

经济区西部中心城市洛阳和武汉城市圈西部城市荆

州.位于 G４ 和 G５５ 之间的焦桐随岳高速连接中原经

济区和武汉城市圈,区域内省级高速公路相互连通,构
成区域内高速公路网络.区域内京广铁路、京广高铁、
京九铁路和焦柳铁路贯通南北;宁西铁路、襄渝铁路贯

通东西,再加上正在修建的郑渝高铁、襄武高铁等,构
成了区域内铁路运输网络.

豫南鄂北区域内资源及能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十
堰、襄阳、南阳等城市都是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基地.
区域内南阳油田、江汉油田能够提供油气资源.三峡

大坝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能够提供充足的清洁电力

能源.汉江、南水北调中线和区域内众多湖泊能够提

供丰富的水资源.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覆

盖率高,人均资源量位居前列,具有较好的能源和资源

基础.十堰市、襄阳市、南阳市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十
堰市、襄阳市和随州市汽车产业发达.区域内技术人

才资源丰富,科研创新能力较强,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工

业基础体系.该区域已具备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

要条件.

２．３　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部其它次级区域经

济一体化比较

　　２０１ ２ 年 ５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豫晋陕黄河金三角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同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已经

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发改委 ２０ １ ３ 年中部崛起规

划中的重要工作.而豫南鄂北区域还没有启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是连接中西部的经济区域,包括河南省三门峡市、
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和陕西省渭南市,区域面积为

５．８１km２,２０１ ２ 年常住人口为 １ ７ １ １ 万人,区域内 GDP
总额为４ ５ ７０亿元.国家将其定位为以东带西,承东启

西,为中西部地区合作承接产业转移,探索新途径的经

济示范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生态文明示范区,包
括湖南省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的望城区

和湖北省的荆州市,区域面积 ６．０５ 万 km２,２０１ ２ 年常住

人口为 ２ １ ８ ９ 万人,GDP 达到 ６ ８２ ９ 亿元.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具有较强的生态、水产、文化优势,加快洞庭湖

区域发展,培育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生态经济区,对
促进洞庭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指导作用[９].
豫南鄂北区域经济相比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具有鲜明的区域经济特

色.豫南鄂北区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中小城

市数量、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等优势明显,区域内十堰

市、襄阳市、随州市、南阳市等具有完善的产业体系和

丰富的技术人才,具备促进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优越条件.
上述 ３ 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数据比较如表 １ 所

示.

３　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思路

３．１　推动建设豫南鄂北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

在豫南鄂北现有国家高速公路网络和铁路网路的

基础上,完善区域内高速公路网络,使区域内市级城市

之间的高速公路网络密度提升至县域级区域高速公路

网络.或者延伸高速公路连接线,让区域内中小城市

通过高速公路网络相互连通,为区域内经济发展和社

会建设提供支撑.同时,鼓励各级政府建立开发产业

园区和产业集聚区,以完善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潜力.

２５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４ 年



表 １　中部三个跨省一体化经济区域主要指标

区域
面积

(万 km２)
２０１ ２ 年

常住人口
２０ １ ２ 年 GDP
总额(亿)

２０１ ２ 年人

均 GDP(元)

南阳市 ２．６ ６ １ ０ １ ５ ２ ３４０．７３ ２３ ０ ６ １
驻马店市 １．５０ ６ ９４ １ ３ ７ ３．５ ５ １ ９ ７ ９ ２
信阳市 １．８８ ６４０ １ ３ ９ ７．３２ ２ １ ８３ ３
十堰市 ２．３６ ３ ５ ５ ９ ５ ５．６８ ２ ６ ９ ２ １
襄阳市 １．９８ ５ ５ ５ ２ ５０ １．９ ６ ４５ ０８０
随州市 ０．９ ６ ２ １ ８ ５ ９０．０７ ２ ７ ０ ６ ７
豫南 鄂 北 经

济区
１ １．３４ ３ ４７ ７ ９ １ ５ ９．３ １ ２ ６ ３４３

三门峡市 １．０３ ２２ ３ １ １ ２ ７．０２ ５０ ５ ３ ９
运城市 １．４１ ５ １ ９ １ ０ ６ ８．６５ ２０ ５ ９ １
临汾市 ２．０６ ４３ ７ １ ２２ １．０８ ２ ７ ９４２
渭南市 １．３ １ ５ ３ ２ １ １ ５ ３．８ ２ １ ６ ８８
黄河金三角产

业转移示范区
５．８１ １ ７ １ １ ４ ５ ７０．５ ５ ２ ６ ７ １ ３

岳阳市 １．４９ ５ ５ ２ ２ １ ９ ９．９２ ３ ９ ８５４
常德市 １．８２ ５ ７ ６ ２ ０３ ８．５０ ３ ５ ３ ９ １
益阳市 １．２３ ４３４ １ ０２０．２８ ２３ ５０ ９
长沙市望城区 ０．１０ ５ ５ ３ ７４．８８ ６８ １ ６０
荆州市 １．４１ ５ ７２ １ １ ９ ５．９８ ２０ ９０ ９
洞庭 湖 生 态

经济区
６．０５ ２ １ ８ ９ ６ ８２ ９．５ ６ ３ １ １ ９ ９

数据来源:河南省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鉴、山西省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鉴、山西省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鉴、湖北省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鉴和湖南省 ２０ １ ３ 年统计年

鉴

３．２　促进豫南鄂北区域产业发展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在豫南鄂

北区域内,十堰市、襄阳市和随州市的汽车产业是豫南

鄂北的主要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完善的汽车工业一体

化.充分利用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的人力成本优

势,发展汽车零部件及配套产业,提升区域内汽车产业

一体化水平,增强区域内汽车产业竞争力.区域内城

市结合各自优势建立了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
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食品加工

产业和能源基地等侧重点不同的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

区.这对完善区域经济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优化

区域资源配置,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３．３　完善豫南鄂北区域旅游一体化

豫南鄂北区域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

多,旅游资源丰富,包括 １ 家 ５A 景区、２９ 家 ４A 景区、
６１ 家 ３A 景区和 ７ ７ 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２０１ ２
年,共吸引国内游客 １ ０ ６ ５ ７．６５ 万人,收入 ６ ８０．１ 亿元.
区域内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以楚文化为主的随

州、襄阳、十堰、南阳等地;以诸葛亮及其文化为主的南

阳、襄阳等地;以道教和武术文化为主的武当山更是享

誉世界,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中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

游客;以红色旅游为主的南阳、信阳、驻马店、襄阳、随
州等地.区域内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如十堰市武当山、
南阳市国家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信阳市鸡公山等.
以基础设施一体化为基础,建立区域内旅游资源一体

化协调机制,联合开发精品旅游路线,促进区域内旅游

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旅游资源竞争力.
区域内各地主要旅游资源数据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豫南鄂北经济区域内主要旅游资源及收入汇总

区域
４A 及以

上景区

３A
景区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

２０ １ ２ 年国

内旅游人

数(万)

２０１ ２ 年国

内旅游收

入(亿)
南阳市　 １３ １４ ２０ １ ７８ １．８２ １ ３４．２９
驻马店市 ３ ２ １ ５ １ １ ９ ９．６２ ７０．３ １
信阳市　 ４ １ ５ １ １ １ ８０ ６．９８ ９ ９．５３
十堰市　 ６ １ ９ １ ４ ２ ３ １ ６．５８ １ ５ ７．６２
襄阳市　 ２ １０ １ ５ ２ ３４８．８０ １４８．８５
随州市　 ２ １ ２ １ ２０３．８５ ６ ９．５０

数据来源:河南省旅游局网站、湖北省旅游局网站、２０ １ ３ 年河南省统

计年鉴、湖北省 ２０ １ ３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文物局网站等

３．４　建立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利益协调机制

在目前行政区主体决定区域间利益关系格局和企

业以利益为主体的市场性区际经济关系下,地方政府

直接影响和干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１０].针对湖北省

和河南省省域边界经济发展问题,需要两地政府从战

略高度打破行政区和市场壁垒,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协调机制.两省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要着眼

长远,共同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政

策,对事关两省利益分歧的政策措施协商解决、合作共

赢,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两省政府应从战

略高度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利益协调机制,促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合,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３．５　大力建设豫南鄂北城市群

以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大力推动豫

南鄂北城市群建设.构建区域性城市群、促进区域城

镇化,需具备经济规模和人口基础.该区域包括南阳

市、驻马店市、信阳市、十堰市、襄阳市和随州市,共 ４８
个中小城市.其中,４２ 个县城(包括县级市),每个县城

GDP 均值为 １ ４ １．４ 亿元,常住人口均值为 ６ ３．６７５ 万人,
区域内中小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因此,从经济

基础和人口规模上看,该区域已经具备了构建区域型

城市群和区域城镇化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两地

政府从战略高度规划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积
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区域产

业一体化、区域旅游一体化、区域开发规划一体化为战

略方向,建设豫南鄂北城市群.
区域内各地主要中小城市数量及规模数据如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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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豫南鄂北经济区域内主要中小城市数量及规模汇总

区域
县域数量

(包括县级市)
２０１ ２ 年县域 GDP

均值(亿)
２０１ ２ 年县域常住

平均人口(万)
南阳市　 １ １ １ ６ １．３ ７ ５．６８
驻马店市 ９ １ ２ ７．２ ６ ７．３５
信阳市　 ８ １ ３０．４ ６ ３．５ ５
十堰市　 ６ ６５．６ ４２．８５
襄阳市　 ６ ２０ １．１ ６ ５４．８７
随州市　 ２ １ ６２．６８ ７ ７．７５

数据来源:２０ １ ３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２０ １ ３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

４　豫南鄂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议

虽然豫南鄂北区域经济发展缓慢,但是该区域劳

动力资源充足,资源禀赋良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结

合豫南鄂北区域经济基础,推进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协
同发展,该区域经济必将成为中部崛起的一个新的经

济增长极.因此,推进豫南鄂北区域经济合作,培育区

域经济发展潜力,积极促进新型城镇化,大力促进招商

引资,加强工业一体化建设,开发区域内旅游资源,加
快区域内农业产业化,最终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

(１)加强豫南鄂北城市群开发建设,推动豫南鄂北

区域经济联合发展.襄阳市、南阳市是湖北省、河南省

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带

动作用,并且其周边各中小县城数量众多,已具备人口

经济优势,可大力促进豫南鄂北城市群开发建设.豫

南鄂北区域是中国南北和东西交通交叉融合之处,对
南北区域和东中西部经济产业交流具有重要的连通作

用.该区域连通了武汉经济圈和中原经济区,也是延

伸连通环渤海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的中心环节,并
衔接了泛长三角经济区和西咸新区.区域内高速公

路、铁路互联互通,交通便利,具备发展经济的人力和

成本优势.豫南鄂北区域应逐步增强工业发展能力,
促进劳动、技术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建设区域性城

市群,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２)培育豫南鄂北区域发展潜力,合作共赢提高产

业一体化水平.豫南鄂北区域由于分属河南省、湖北

省两个行政区主体管辖,其区域政策具有一定局限性,
不能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该区域内风俗文化相

近,商业交流频繁,具有抱团联合发展潜力.

(３)实现豫南鄂北区域旅游业一体化,促进豫南鄂

北区域内的旅游开发.豫南鄂北区域内具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既有传统的人文旅游资源,又有符合时代需求

的自然旅游资源.该区域位于中国中部中心地域,交
通便利,具有面向全国的旅游市场.结合区域内特色

旅游景点,开发精品旅游线路,提高区域旅游市场知名

度和竞争力.结合旅游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旅游相关

产业,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
(４)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实现区域内城乡统

筹发展.党在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作为豫南鄂北重要的工业、农业经济区,应当充分

借助政策优势,大力促进城乡发展.以新型工业、农
业、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城乡发展,
建设豫南鄂北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大力提升豫南鄂北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实
现豫南鄂北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中部经济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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