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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范围内将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大都会带。腹地是经济中心城市高速发

展的重要支撑。加强珠江大都会带与其腹地的联系是整个经济区域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中的

广武经济走廊正是珠江大都会带腹地拓展的北向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对泛珠三角经济区

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分析，珠 江 大 都 会 带 北 向 经 济 腹 地 应 在 广 武 经 济 走 廊 轴 线 上 拓 展：韶 关 轴 线—衡 郴 轴

线—长沙—株洲—湘潭轴线—岳阳轴线—武昌轴线。广武经济走廊将成为珠江大都会带进一步联通和整

合华中经济的战略通道。最后，提出了广武经济走廊的经济整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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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广武经济走廊的战略意义

１．１　珠江大都会带

大都会带指在 地 域 上 集 中 分 布 的 若 干 大 城 市 和 特 大

城市集聚而成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一般具备以下

特点：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有相当数量的与大城市

具有密切联系的大都市区；通过便捷的交通走廊，各个都

市区在社会经济上紧密联系；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具有

相当规模，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流枢纽作用。
泛珠三角经 济 圈 正 在 加 速 珠 江 大 都 会 带 的 形 成。珠

江大都会带将成 为 华 南 经 济 圈 与 太 平 洋 西 岸 之 后 的 又 一

巨大城市带。珠三 角 乃 至“泛 珠 三 角”范 围 内 将 形 成 以 广

州为核心，逐步向周边辐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点上

存在差异的珠江大都会带都市圈———“大珠三角”的融合，
有利于广州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经贸的发展。ＣＥＰＡ后，“大

珠三角”城市群 将 从 合 作 走 向 区 域 一 体 化，形 成 整 体 的 国

际化战略：构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

之一，使“大珠三角”成为东北亚—中国—东盟未来大自由

贸易区和经济圈的紧密核心层。
然而珠江大 都 会 带 的 发 展 面 临 制 约 与 挑 战：“短 缺 经

济”结束与轻型 加 工 业 的 过 剩 及 竞 争；国 家 区 域 发 展 战 略

重点的转移；产业 结 构 的“软 化”与 产 业 结 构 轻 型 化；科 技

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待提高；面临其它城市强有力

的竞争；投资综合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外贸出口优势弱

化，投资环境与结构有待改善；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竞争环

境加剧，平均寿命缩短；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

出。

１．２　北向经济腹地

经济腹地是指具有经济中心功能的强辐射区域，具体

来讲就是经济中 心 或 者 交 通 枢 纽 的 主 要 辐 射 和 服 务 的 区

域。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

济区。经济 中 心 城 市 离 不 开 腹 地，与 腹 地 的 发 展 相 辅 相

成，腹地是经济中心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腹地对经

济中心城市的影响取决于腹地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联

系的紧密度。
加强珠江大都 会 带 与 腹 地 的 联 系 是 整 个 经 济 区 域 实

现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中心城市的聚集力、扩散力

和辐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经济腹地的发育程度。
在经济区域中，经 济 中 心 城 市 与 腹 地 关 系 的 实 质 是“经 济

联系”在区域内 的 聚 集 和 扩 散 过 程，通 过 经 济 资 源 在 区 域

内的优化配置，实现整个区域空间的整体效益。如果经济

中心的经济腹地广阔，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经济中心城市

与经济腹地建立密切和谐的产业联系，那么将大大地增强

经济中心城市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其对域外的辐射半

径和辐射范围得到扩大［１］。
一个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都会带，其发展一定要有经济

腹地的支持。美国的纽约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其

强大的经济腹地的支持密切相关，这些经济腹地包括纽约

州、新泽西 州 和 康 涅 狄 格 州 的２６个 县，面 积 达３２　４００余

ｋｍ２，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区之一。尤其是新泽西州，它作为

纽约的“直接腹地”，对纽约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

作用。
目前，外资进入我国，主要是想占领我国市场，自然会

选择那些发展腹地广阔、对辐射我国市场有利的地区，而

珠江大都会带与长三角、渤海湾地区相比，腹地较小，具有



明显的劣势。

１．３　广武经济走廊

经济走廊是 连 接 都 市 圈 与 腹 地 的 纽 带。目 前 对 经 济

走廊尚未有统一的定义。美国学者Ｓ·Ｄ·吉尔在早期出

现的“工业四边形”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业带（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Ｂｅｌｔ）”的概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Ｃ．Ｆ．Ｊ．卫贝

尔提出了城市系统走廊理论。后来，德国学者沃纳·松巴

特提出了“生长轴”理论，认为新的交通干线将对产业和人

口产生吸引作用，沿交通干线集聚，产生新居民点，从而形

成产业聚集 带。经 济 走 廊 是 以 高 效 率 的 综 合 运 输 通 道 为

发展主轴，以轴 线 区 域 及 城 市 为 依 托，建 立 由 产 业、人 口、
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形成的带状空间地域综合

体［２］。
建设中的广武 经 济 走 廊 正 是 广 佛 都 市 圈 腹 地 拓 展 的

北向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区域发展核心

的走廊，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廊可以看作是区域发展之轴。所有的

走廊均可看 作 是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核 心，相 对 于“核 心”概

念，走廊必 须 具 有“腹 地”范 围。腹 地 位 于 走 廊 的 周 边 地

区，其发展变化依赖于自身与走廊的关系的紧密程度。
走廊与腹地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

政治等各个方 面，具 有 区 域 的 特 征。一 般 来 说，腹 地 的 发

展依赖于走 廊 的 发 展。城 市 在 走 廊 的 发 展 及 其 它 区 域 的

发展中起到基础作用［３］。美国自１９５０年至今，都市区经过

郊区化而相互连接变成巨型城市带，最大的巨型城市带为

以纽约为核心的 东 北 城 市 走 廊 和 以 洛 杉 矶 为 核 心 的 南 加

州城市走 廊。美 国 密 歇 根 走 廊“ｍｅｇａｐｏｌｉｔａｎ”从 底 特 律 西

部延伸到密歇根 湖 大 急 流，包 括 俄 亥 俄 州 的 大 都 市 Ｔｏｌｅ－
ｄｏ。该走廊正在形成经济融合的局面，到２０３０年，该地区

将可能增加１百万新居民，另外还有大约１万亿美元的经

济开发。它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也给城市规划带来新

的挑战。日本沿 太 平 洋 的 开 发（经 济 重 心：东 京、大 阪、神

户）；韩国的３次开发（汉城都市圈，釜山沿太平洋带，韩国

东线开发）都是以增长极带动各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成

功典型。

２　广武经济走廊拓展战略

根据对泛珠三角经济区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分析，珠江

大都会带腹地在广武经济走廊线上应从以下方向拓展。

２．１　韶关轴线

在此轴线上，应 加 快“红 三 角”经 济 区 构 建，形 成 珠 三

角的“大郊区、后菜园、后花园”。
“红三角经济 区”包 括 江 西 赣 州 市、湖 南 郴 州 市、广 东

韶关市的８万ｋｍ２ 的土地，面积是珠三角的两倍。现珠三

角面临发展空间不足，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有限的问题，必

须纵深发展，拓 宽 发 展 空 间。当 前，就 是 要 把 大 珠 三 角 扩

展为大华南经济协作区，把周边省份整合为大珠三角的腹

地。

“红三角”地区劳力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等都十

分丰富，最需要的是一个市场。而对于珠三角来说，“红三

角”既是珠三角 进 入 湘 赣 两 省 的 通 道，也 是 珠 三 角 产 业 梯

度转移的理 想 承 接 地。这 一 地 区 作 为 经 济 腹 地 的 优 越 条

件是：
（１）矿产与生物资源。郴州市紧邻广东，区位条件好，

矿产资源（特别是 有 色 金 属）非 常 丰 富，被 称 为“有 色 金 属

之乡”，其有色金属矿床之多，矿种之齐，储量之大，资源密

度之高，在全 国 都 不 多 见。郴 州 又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煤 矿，且

靠近电站，水源也较丰富［４］，应作为有色金属、煤和电的重

点开发区。本区是我国南方重要林区和用材基地，木本植

物７００余种，“江华杉条，九嶷杉”等驰名中外，草场资源丰

富［４］。
（２）山区特色的“大果园”和“大菜园”。韶、郴、赣３市

气候均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地貌以丘陵、山地

为主，常年气温温和，无霜期长，生态条件好，农 业 特 色 显

著。可以以南沙 为 平 台，面 向 沿 海 和 海 外 市 场，建 立 若 干

个蔬菜种植基地，实行集约化经营，把红三角建设成为具

有山区特色的“大菜园”。
（３）沿海产业转移地。红三角经济圈的韶、郴、赣３市

可充分发挥 区 位 优 势，抓 住 沿 海 地 区 产 业 梯 度 转 移 的 机

遇，扩大开放，利用当地土地、劳力、资源、电力低廉及装备

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来招商引资，使珠江大都会带的一部

分产业和资 金 越 过 粤 北 而 直 接 向 湘 南 转 移。应 以 工 业 园

区为载体，增强利用外资的吸引力，大力承接沿海产业转

移。
（４）旅游 资 源。韶 关 位 于 广 东 省 北 部 粤 北 山 区，周 围

地形类似 盆 地。有 著 名 的 旅 游 点：丹 霞 山、金 鸡 岭、南 华

寺、小坑水库等。郴州、赣州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正在开

发。

２．２　衡郴轴线

衡郴轴线是湖南省重点发展轴线。北起衡阳市，南连

郴州市，资兴及一些县镇，经济相互作用力较大，开发已有

一定基础。轴线上的衡阳市不仅是湖南省商业重镇，而且

是湖南的盐化工、冶金工业的重要基地，水陆交通方便，京

广、湘桂线在 此 汇 合，并 有 湘 江 干 流 流 经 市 区、工 业 基 础

好，岩盐、芒硝、铅 锌、铁 矿 产 资 源 丰 富，开 发 潜 力 大，是 湖

南省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也是省内重要的非金属矿产资

源基地。已探 明 的 矿 藏 主 要 有 铁、锰、铅、锌、钨、铜、锡、
金、铀、高岭土、重晶石、钾长石、纳长石、煤等６０多种，有大

小矿床、矿点４４０余处。常宁水口山有世界“铅锌王国”之

称。衡山、马迹一带的高岭土矿床面积达４０多ｋｍ２，是国

家四大瓷 泥 基 地 之 一。马 迹、东 湖 一 带 的 钾 长 石 储 量１
３２０万ｔ，为全国稀有富矿，居亚洲之首。

衡阳历来是工业重镇，已初步形成一批具有广阔发展

前景的支柱产业，正在形成以四车（客车，叉车，电瓶车，农

运车）、三机（拖拉机，柴油机，皮带机）、两具（刃具，量具）、
一配套（变压器，互感器，绝缘材料，电缆，电线和电工仪表

等输、变电产 品 的 配 套）为 主 的 机 电 产 业 群 体；形 成 以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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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农药为基础，以开发盐化工为主导的化工产业群体；形

成以钢材、铅锌、锡金属为重点的冶金产业群体；形成以陶

瓷、锁具、自行车、饮 料 酒、卷 烟、造 纸、皮 革 制 品 为 主 体 的

轻工产业群体［５］。

２．３　长沙—株洲—湘潭轴线

长沙—株洲—湘潭轴线是湖南的经济走廊，此经济带

应充分地发挥长江南岸和洞庭湖平原的优势，既要依托长

江和长江区域地区，更要加强与华南经济区的经济联系。
湖南作为粤港澳地区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产业转移基

地、人才和劳务输出基地以及度假、休闲、旅 游 基 地，为 粤

港澳的繁荣 与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支 撑。广 东 在 湘 的 投 资 占

了外省投资的１／３以 上，是 在 湖 南 投 资 项 目 最 多、投 资 额

最大的省份。涉 及 基 础 设 施、房 地 产、金 融、纺 织、电 线 电

缆、食品、冶金矿石、机械制造、化工、建材、商贸流通、医药

等行业。湖南已 成 为 珠 三 角 地 区 劳 务 输 出 和 农 副 产 品 供

应的基地，广东与湖南有山水相依的特殊地缘关系，商贸

相通的历史 源 远 流 长，在 经 贸 合 作 方 面 具 有 很 强 的 互 补

性，合作的潜力很大。这一轴线具有资源、科技、人力和市

场优势，特别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钢 铁、冶 金、化 工

等材料，和工程机械制造、轨道交通设备、电 机、建 筑 材 料

等产业方面的优势，使得广东与湖南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等方面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２．４　岳阳轴线

岳阳是湖南唯一的临江城市。地处一湖（洞庭湖）、两

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三省（湘、鄂、赣）、四线（京广

铁路、京珠高速公路、１０７国道、长江）的多元交汇点上，是

长江中游仅次于武汉的又一个“金十字架”，综合经济实力

仅次于省会长 沙，居 湖 南 第 二 位。岳 阳 资 源 丰 富，是 久 负

盛名的物产基地。全市有水面０．３６万ｋｍ２，水资源总量居

全省第一。境内 蕴 藏 矿 种６０余 种，特 别 是 稀 有 金 属 和 非

金属矿藏储量丰富。其中独居石储量居全国第一，优质高

岭土储量１亿ｔ以上。岳阳不仅是全国三大“稀有金属之

乡”之一，而且是最适宜发展大运量、大耗水工业项目的黄

金宝地。
岳阳也是最适 宜 发 展 优 质 农 产 品 生 产 加 工 的 绿 色 基

地。岳阳素称“鱼 米 之 乡”。体 现 现 代 农 业 特 征 的 加 工 和

养殖两大领 域 形 成 了 规 模 和 品 牌：水 产 品 产 量 居 湖 南 首

位，良种猪、优质棉、优质水果、无公害蔬菜、君山银针有机

茶等畅销国内外，牛、羊等养殖呈现良好势头。
岳阳还是最适宜发展商贸流通的经济腹地。处在“长

三角”、“珠三角”两 大 经 济 圈 西 进、北 上 的 枢 纽 地 位，处 在

长沙、武汉、南 昌 都 市 经 济 圈 的 中 心 位 置。湖 南 各 地 通 江

达海，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南下的大规模人流、物流都要

在岳阳中转，具备各类生产要素大进大出、大集大散的优

势。
岳阳是长江流 域１５个 重 要 港 口 城 市 之 一，港 口 的 航

运优势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新一轮的发展战略以新

建松阳湖码头为标志，确定了航运物流业实现大通关、大

发展的定位。应 切 实 增 强 支 线 港 实 力，保 证 充 足 的 货 源，

有效利用港澳航运物流俱乐部的资源［６］。

２．５　武昌轴线

武汉地处 全 国“十”字 形 区 域 经 济 格 局 的 中 心，具 有

“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得中独厚、通江达海”的区位 优 势。
在梯度开发战略 中 具 有 特 殊 的 地 位，是 西 部 大 开 发 的“桥

头堡”，是 中 部 崛 起 战 略 的“支 点”。湖 北 是 珠 三 角、长 三

角、环渤海３个经济圈的心脏地带，区位优势独特，对中部

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对西部地区具有强大的带动力，
对东部地区具有强大的承接力，湖北可以成为珠江大都会

带的腹地。珠江大都会带对原材料和重工产品需求大，在

轻工业、现代服务业、市场营销、经营人才等方面优势较为

明显；而湖北省历 来 就 有" 九 省 通 衢" 的 美 誉，是 我 国 重 要

的重工业基地、农 产 品 生 产 基 地、科 研 教 育 基 地，在 区 位、
资源和市场 等 方 面 有 很 强 的 竞 争 优 势。两 地 的 经 济 互 补

性很强，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珠江大都会带 发 挥 外 贸 企 业 在 国 际 采 购、海 外 销 售、

资信和服务 等 方 面 的 优 势，与 湖 北 企 业 联 手 开 拓 国 际 市

场，提高湖北 的 经 济 外 向 度。借 助 现 代 流 通 方 式，两 地 工

商企业联手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大型连锁企业、物流配

送中心、专业批发市场或专卖场等，巩固和拓展广货在湖

北及华中地区的市场。
结合珠江大都 会 带 走 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 的 发 展 思 路 和

产业结构战 略 性 调 整 的 客 观 要 求，从 双 方 的 比 较 优 势 出

发，寻求互补性强的投资项目、产业转移项目和品牌转移

项目，支持双方优势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提升两地支柱产

业的竞争力。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通过品牌转

移、资产重组、产权转让、投资参股等方式，推动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建筑材料三大传统产业向湖北转移，并吸引湖

北重工业到珠江大都会带发展。
在科教领域，通 过 科 技 成 果 和 专 利 技 术 的 双 向 转 让，

产学研合作，两 地 院 企、校 企、科 企 之 间 的 同 台 交 流 互 动，
加速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使科技成果

尽快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促进两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７］。

３　广武经济走廊整合战略

３．１　联合拓展国内外市场，建立区域统一市场体系

广武经济走廊 的 联 系 不 应 仅 仅 表 现 在 区 内 分 工 基 础

上的商品贸易流动，还应表现为区内外复杂的要素流动。
应在目前已有的区域内各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联合发

起组建区域产权交易中心；组建区域发展银行，帮助区域

内企业实现异地融资；联合各地人才交易中心，组建区域

人才市场等。加快规划和建设一批起点高、用现代科技信

息手段装备起来的、能对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中高级专业

批发市场，立足华南，面向全国，发挥商品的 集 聚、辐 射 功

能。

３．２　形成新的产业对接与结构序列

联合 推 进 产 业 对 接，以 优 惠 政 策、优 质 服 务、优 良 环

境，承接粤港澳地区的产业向湖南转移，把经济走廊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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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产业、最有效益的企业、最有潜力的市场向合作各

方开放。联合盘活存量资产，探索将互补性强的存量资产

进行优化组合，支持珠三角、港澳及合作各方的大公司、大

企业参与鄂 湘 国 有 企 业 产 权 改 革 和 资 产 重 组。在 发 展 跨

地区大型企业集团过程中，特别要对区域内的重点行业加

大企业间的购并活动，如通过收购、兼并、合并等方式在汽

车、石化、服务贸易等重点支柱性行业中发展超大型的企

业集团。
应当鼓励珠江 大 都 会 带 的 企 业 建 立 跨 区 域 的 有 序 合

作与竞争，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形成都会带的

经济竞争力。促 进 国 有 大 中 型 企 业 中 的 优 秀 企 业 与 跨 国

公司和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实现嫁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升级。
加强经济腹地与珠江大都会带的“三资企业”，尤其是

与劳动密集 型 行 业 的 联 系。可 通 过 给 予 税 收 等 方 面 的 优

惠政策，提供现成的设备和厂房，简化手续等措施，吸引珠

江大都会带 的 一 部 分 资 本 来 中 南 地 区 投 资 办 厂。形 成 合

理的市场需求梯度序列，带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大都会

带的产业分工重组，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序列，
将广武经济走廊 腹 地 的 发 展 与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发 展 紧 紧 联

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格局［８］。

３．３　政府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政策、制度创新

各级政府需要 在 体 制 和 政 策 创 新 上 实 现 理 想 的 合 作

与跨越，一起 提 高 区 域 经 济 竞 争 力。因 此，珠 三 角 的 政 府

与其它省份的合作与协调能力仍有待改善和增强。同时，
珠三角应对行政、竞争条件、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才

和社会综合 投 资 环 境 给 予 更 多 的 关 注。经 济 合 作 是 一 个

系统性的建设工程，需要建立包括指导机构、协调机构、执

行机构在内的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借鉴国外城市群协调治

理经验，如城市群建设委员会等，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

权，专门负责 跨 行 政 区 的 重 大 事 项，加 强 在 能 源、高 速 公

路、铁路、航运专线、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开发［９］。

３．４　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经济走廊的物流圈

充分发挥ＣＥＰＡ的作用，共建经济走廊物流圈。加强

在能源、高速公路、铁路、航运专线、城市基础 设 施 等 领 域

的合作开发，组织实施一批跨省、跨区的重大项目，加快经

济走廊区域整合。
通过整合经济 走 廊 交 通 资 源，充 分 发 挥 各 自 优 势，形

成以海港和空港为龙头，以各种集疏运方式为依托的国际

国内结合的物 流 圈。综 合 性、立 体 性、高 质 量 的 交 通 网 络

体系是建立走廊物流中心体系的一个重点，它使各中心得

以充分发挥 各 自 的 物 流 节 点 功 能。应 加 强 各 级 地 方 政 府

对物流合作的协调；各地区中心要推动承接产业转移的进

程，以物流吸引产业，又通过产业增加物流需求，加快物流

中心的发展；确 立 广 州 在 泛 珠 三 角 的 物 流 中 心 城 市 的 地

位。

３．５　建设广州在经济走廊的金融中心地位

建设广州在经 济 走 廊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的 要 素 是 建 立 四

大体系和健全 十 大 中 心。四 大 体 系 是：金 融 组 织 体 系，金

融市场体系，金融管理体系，金融服务体系。十大中心是：
资金融通中心，证券交易中心，商业票据贴现中心，资金清

算中心，外汇交易中心，保险中心，风险投资 中 心，黄 金 交

易中心，金融 信 息 中 心，金 融 人 才 培 训 中 心。建 设 广 州 在

经济走廊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的 其 它 要 素 是 完 善 金 融 功 能 区。
积极规划并开发广州２４６ｋｍ２ 的 东 南 部 新 区，使 之 成 为 广

州大型国际性综合开发区域。建设珠江新城，使之成为集

金融、商贸、行政、外事、商住功能于一体的未 来 广 州 中 心

商务区。加快以 天 河 金 融 区 为 重 点 的 金 融 产 业 中 心 工 程

建设，形成区域性金融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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