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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抢把 武 汉建成 国 际大都 市

方 国雄

一
、

把武汉建成国际大都市的意义和作

用

地处中原腹地
、

九省通衡的武汉
,

在我国社会生

活中历来占有特殊位置
。

在现代化建设中
,

武汉经济
发展状况对全国经济腾飞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

不少国际经济学家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家认为
,

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培育应形成香港一上海一武汉
“
经济大三角

” 在这个
“

经济大三角
”
中

,

如果说香港

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纽带
,

上海是对外开放和参
与国际经济生活的门户

,

那未
,

武汉则应是纽带所系

的国内中枢和
“

门户 ”
打开后的

“

厅堂 ”
若中枢虚弱

,

香港的经济纽带作用就无法有效发挥
。

著名实业家
吴光正先生说得好

,

武汉的经济发展会使
“

香港增加

第二个加号 ” 。

香港对武汉发展有积极影响
,

武汉经

济发展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能注入新的活力

上海门户洞开后
,

作为内地
“
厅堂 ”的武汉若具有强

大的经济活力
,

具备健全的国际 国 内市场的融合功

能
,

就能连通其广阔的辐射地区
,

将中部和西部的物

质资源和生产要素转化为高技术含量
、

高经济价值
有强大竞争能力的商品并投入国际市场 , 就能吸收

转化国际市场的先进技术
、

设备
、

资金等并辐射传递
到我国中

、

西部
,

这势必对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起到

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

如果中部虚弱
,

武汉市场发育
不全

,

对国际国内资源不能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
,

那

么
, “

香港一上海一武汉 ”
经济大三角就难以形成

,

香
港和上海对我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就会大为
削弱

。

在纵向方面
,

广州一武汉将是我国贯通南北的
“

第二条经济大走廊 ” ,

它与渤海滨海地区直到东南

沿海的第一条经济大走廊一起
,

构成层递式有机衔
接

,

能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

开和健康发展
。

如果说广州是两大经济走廊的结合
部的话

,

武汉市场则是沿海开放经济向我国 内陆推

进的关键性阵地
。

武汉市场的培育和经济的发展关
系到沿海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

,

也关系到我国 内陆

经济参与国际经济生活的全面展开
。

在横向方面
, “ 以上海浦东为龙头

,

武汉为龙身
,

联系三峡建设并以重庆为龙尾的长江经济开发带
” ,

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关键区域
。

作为
“
龙身

”
的武汉地

区
,

既要承接
“

龙头
” ,

又要牵引
“

龙尾 、既要消化吸

收沿海开放的成果
,

又要支撑补给沿海外向型经济
参与国际竞争 ,既要吸聚内陆丰富的贪源

,

又要将沿

海开放的经济
、

技术
、

资金
、

信息等要素迅速扩散到

内地各区域
。

武汉如果不能迅速发展成功能齐全的
国际性大都市

,

就很可能出现
“

中部梗阻
” ,

对我国经

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总之
,

武汉处于纵横交织
、

内外衔接的我国经济
发展脉络的交汇处

,

把武汉建设成国际性大都市
,

强

化武汉地区的辐射力
、

影响面和国际国内资源配置

的基础性作用
,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无疑

是极其巨大的
。

二
、

把武汉建成国际大都市的优越基础
与薄弱环节

从总体上说
,

武汉是我国乃 至亚洲资源极为丰

富的地区之一
。

物资
、

人力
、

技术设备
、

信息情报等均

有一定的优势
。

如果将这些资源充分发掘
,

并与国际

市场资源有机组合
,

科学地发挥其作用
,

理顺
“

占有

与配置 ” , “
生产流通与消费

”之间的关系
,

就能有效

地促进武汉建成国际大都市
,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建

设的发展
。

武汉是我国中部以冶金
、

机械
、

纺织为主的综合

性工业基地
,

又是雨量充沛
,

热量丰富
,

无霜期长
,

四

季分明
,

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的长江中游平原

的经济中心
。

第一
、

二产业均有优势
,

第三产业也有

悠久的传统和 良好的基础 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物

质资源均十分丰富
。

这是武汉建成国际都市的丰厚
物质签础

。

近两百年来
,

国际国内商贾纷至杳来
,

武

汉一度成为国际商埠
,

正是因为武汉及周边地区有

无比丰富的物质资源 但由于种种原因
,

这些资源尚

未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层开掘
,

未形成具有高技术含
量和经济价值并具有武汉特色且能在国际市场具有

竞争力的商品
,

这是武汉成为 国际大都市在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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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方面的差距

武汉人 口 有 万
,

过往流动人 口 万
,

停
留一天以上的流动人 口 万 武汉周边农村是我国

人 口稠密的地区
。

武汉有着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源 在
人 口 质量上

,

武汉属于我国文化发达地区
,

人 口 科学

文化家质较高 , 作为百年商埠
,

武汉人具有从事商品

生产和经营的传统 , 周边地 区群众也具有从事农
、

牧
、

渔
、

手工业
、

民间工艺生产的传统和技艺
。

特别是

解放后数十年来
,

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

技术管理人才
,

武汉是我国少数几个人才密集地区

之一这是武汉建成国际大都市的人力资源基础
。

但

是
,

就 目前来看
,

人均劳动生产率不高
,

人力资源 尚

未通过市场配置高效地开发和利用
。

丰富的人力资

源如果得到合理配置
,

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

但若

配置不当
,

它会成为消耗其它资源的沉重负担
。

新中
国建国前后

,

武汉 曾是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

融中心
。

由于种种原因
,

第二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
势已经消失

。

但应看到
,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十多年以来
,

武汉及周边农村 已逐步富裕起来
,

银行

存款达数百亿元
,

还有不少游资存于 民间
。

这是一笔

可观的资金来源
,

加以组织利用
,

对繁荣和发展武汉

经济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须指出
,

武汉 尚存在

资金短缺间题
。

武汉金融市场国际融资能力
,

还较薄
弱

,

与国际金融市场文流
、

合作的机制 尚未理顺 这
是武汉成为国际大都市在资金方面的差距

。

多年作为重要工业基地的武汉
,

实力是相当雄
厚的 武钢

、

武汉重型机床厂
、

武汉锅炉厂
、

武汉造船
厂等国有大型企业

,

在同行业中均是国 内技术设备

方面第一流的
,

不少方面的技术指标 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

加上正在投资新建的轿车厂
,

更增强了武汉

的产业实力
。

武汉在冶金
、

机械
、

纺织等方面的技术
设备有着良好的荃础

。

但尚有不少企业设备老化
,

工
艺落后

,

产品经济技术含量不高
,

以致
“
汉货精品 ”不

多
,

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不多
。

这方

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

武汉作为古老的商埠和 自洋务运动就开始形成
的工业重镇

,

有着悠久的经营管理传统
。

四十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培养出一大批经营管理人

才
,

积累了丰富的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的经脸
,

出现

了象武钢
、

石化等一批具有现代先进经营管理水平
的大

、

中型企业
。

间题是旧的体制和观念仍羁绊着不

少企业的发展
,

特别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

还存在

着不少管理上的
“

真空 ”和体制上的
“

隙缝 ” ,

导致经

济关系被扭曲 导致总量平衡和结构升级难以实现
,

甚至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童流失
,

如此等等
。

这些消

极现象若不能彻底解决
,

武汉的优势就难以发挥
。

武汉地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人文优

势
,

历史上曾获取过多次机遇
。

如古代的贸易往来集

市
,

洋务运动建镇
,

及新 中国建立后的国家重点投

资
。

由此武汉成了特大中心城市
,

拥有 内地广大市

场
。

但是
,

在近十多年中
,

由于种种原因
,

武汉失去了

先期改革开放的机遇
,

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在全国

排名次已由前列挤到中上等水平 从时间效率观来
看

,

武汉地区发展的速率与时效按 自身发展历程的

纵向比较
,

近十几年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

国民经济
总产值已由 年的 亿元增加到 年的

亿元
。

增长近 倍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同等
规模的中心城市相比

,

仍相去甚远
,

与国内东南沿海

的大城市相 比
,

也有不小的距离
。

若不改变这种现

状
,

武汉地区的辐射力和资源配置的凝聚力就会大

为削弱
。

武汉市东西最大横距 公里
,

南北最大纵距

公里
,

全市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

为武汉

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特别是位居中原腹地
,

九省通衡
,

横连东西
,

纵贯南北
,

通达江海
,

现有对外
开放之便

,

又吸聚中
、

西部无比丰富的原材料能稼之

利
,

市场辐射空间辽阔
,

具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资源的优越空间条件 但由于交通设施与流通
网络的限制

,

得天独厚的空间条件 尚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
。

航空
、

水陆运翰
、

通讯
、

第三产业等
,

离国际大

都市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

武汉是我国内地重要的信息枢纽之一 经济技

术情报和市场信息网络连通全 国
,

并逐步实现与国

际信息网络联网运作 武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信息
网络

,

是把武汉建成国际性大都市的重要条件
。

但武

汉信息产业的发展与现代市场机制的要求尚有一段
距离

。

科学技术经济情报的利用率还比较低
,

信息产

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动力尚未充分地体现出来

与国际国内相似地 区 比较
,

武汉有着建成国际

大都市的基础
,

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与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相 比
,

芝加哥和武

汉同是两条河流的汇合处
,

同是水陆交通枢纽
,

同是
国家的重工业基地

,

同是超级原材料市场和农畜产

品贸易市场 但芝加哥有格里和南芝加哥两个现代
化卫星城

,

有南芝加哥的美国第二工业地带为支撑

而武汉只有葛店
、

阳逻
、

沌 口
、

摄 口等工业卫星镇
,

经

济技术实力不强
。

与法国东南部的里 昂相 比
,

地理位置
、

水陆交
通

、

工业经济实力
、

商业设施均有相似之处
。

但里昂

的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并 向第二产业渗透
,

为市场繁

荣注入了活力 , 里昂的金融业 已成法国的金融中心

之一里昂的高科技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在此方

面
,

武汉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

与即将回归主权的香港相 比
,

在航空
、

水运
、

旅

游
、

购买力
、

卫星城镇
、

金融等方面
,

香港和武汉均有

各自的优越条件
,

但武汉却存在不少的差距 航空

香港每天近 架次
,

武汉仅只其十分之一每年过

往轮船补给 香港 万旅客
、

消费 亿港元 , 武
汉 万人

,

总收人 亿元人民币
。

旅游 香港

的旅游业能带动消费活跃市场
,

武汉的旅游业经济
规模不大 每月人均购物消费 香港 。。。港元

,

武汉

元人民币 卫星城 香港有荃湾
、

沙田
、

顿门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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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发达的中等城市
,

武汉仅 万人左右的卫星镇群

综上所述
,

把武汉建成国际大都市
,

有着优越的

蓦础条件和资源优势
,

也存在着诸方面的不足和薄

弱环节
。

只有发挥优势
,

补其不足
,

才能进一步发展
武汉经济

,

把武汉建设成为我国中原腹地的国际大

都市
,

使其肩负起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历

史使命
。

三
、

把武汉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对策

从国际环境来看
,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
。

不

少西方富国正处在经济衰退的困扰之中
。

日本
、

韩

国
、

新加坡等国以及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实业家看好

我国改革开放后生机勃勃的广阔市场
。

他们纷纷在

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投资 近年来
,

不少有远见的实业

家均把 目光转 向了资源丰富
、

市场前景辽阔的我国

内地
,

特别是九省通衔的大武汉
。

这就为武汉充分利

用国际市场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
。

我国对外开放 已从沿海到沿边到沿江
,

全方位

开放 ,各项改革大政方针均已相继出台
。

武汉作为中

原腹地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中心
,

越来越受到普遍的
重视 不仅中西部地区需要大武汉的经济技术辐射
和武汉大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牵引

,

东南沿海

发达地区也看好大武汉的广阔前景
,

寻求经济技术
合作与交流

。

武汉已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推

进的关健地区之一
。

武汉若能抓住机遇
,

发挥 自身优
势

,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
,

在二十一世

纪初建成经济实力强大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确有

把握的
。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 目标
,

武汉市制定了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奋斗 目标和战略方针

,

确立了搞好国

有大中型企业巩固提高工业主导地位
,

优先发展第
三产业

,

优先振兴科学技术
,

优先建设基础设施的
“

一主三优
”
战略思路

,

要在本世纪内
,

在武汉建成钢
铁城

、

商业城
、

科技城
、

汽车城 ,建成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

阳逻经济技术开发区 ,要
把武汉建设成为我国中部的经济中心

、

贸易中心
、

金

融中心
、

交通中心
、

科教中心
。

这
“
四城 ” 、“

三区 ” 、“

五

个中心
”
高度概括地勾画出现代化大武汉的蓝图

。

要

把这一蓝图变为现实
,

使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武汉屹立在祖国中部

,

成为中国的

芝加哥
,

笔者认为
,

应在充分开发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上
,

采取以下措施

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先导作用
。

利用 中部中

心大城市的吸引力
,

加强经济
、

科技
、

文化的对外交
流

,

发展国际旅游
,

使世界了解武汉
、

了解湖北
、

了解
中原

,

市内重点引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

市郊和

周边农村可引进
“

三来一补 ”
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以及生态农业项 目
,

逐步提高科技含量 这样
,

可针
对城乡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

,

全方位对外开放
,

形成

各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
,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

配里作用 ,可充分发挥以武汉为核心的中部优势
,

形
成对外引进资金

、

技术和管理的新热点 , 可以武汉为
枢纽

,

加速中西部开发
,

从而加速武汉国际性大市场

的培育
。

要充分利用武汉雄厚的工业实力开发全省和周

边地区资源 采取产业扩散发展郊区县工业和 乡镇

企业
。

以城市工业与农村合股办企业的方式
,

发展小

型企业群 迅速让周边地区富裕起来
。

这样
,

可强化

产业实力
,

有效开发城乡资像 ,可以先进的城市工业
为龙头

,

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 可藏富于 民
,

提高群

众生活水平
,

提高购买力
,

活跃城乡市场
,

形成龙头
在市内

,

龙尾在周边地区的工业辐射格局
。

要充分利用武汉科技实力
。

鼓励周边中
、

小企业
和乡镇企业与科技单位

“

联姻
” ,

联合办经济实体 , 健

全科技人才市场
,

提高科技对生产的诊透力和对经

济的推动作用
。

这样
,

就能提高工农业生产的经济技
术含量

,

强化武汉地 区产品在国际 国内市场的竞争
能力

,

同时也能促进武汉科技发展
,

形成科技研究中
心在市内

,

科技推广
、

运用
、

开发辐射全省和中原地
区的格局

。

要改善武汉市场环境
。

加强机场
、

车站
、

码头
、

仓

库
、

货场
、

市内交通
、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

鼓励市外
经济组织来汉建贸易大楼

、

商场
,

开辟生产要素市场

和生活资料市场
。

这样武汉就能为全省及中原地区

提供健全发达的现代大市场
,

形成商业贸易中心和

金融中心
,

辐射和影响我国中西部地区
。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调整产业结构
,

在发展第
三产业方面花大气力

,

从而健全 中心城市的综合服
务功能

。

促进第三产业向一
、

二产业渗透
,

发展市场

中介组织
。

这样
,

就能形成经济
、

技术
、

管理的信息咨

询等综合服务中心
,

夜盖整个中西部地区
。

要加强全体市 民的兴市意识
,

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
,

使市民了解本世纪九十年代武汉的奋斗 目标的

主要任务
,

团结一心
,

建设大武汉
。

这样
,

就能减少内

耗
,

充分发掘人力资源的潜力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充分发挥群众中组藏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

反对腐败
,

清除不正

之风
,

为经济发展和市场培育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

增强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

使人 民群众一心一意地搞

现代化建设
。

总之
,

把武汉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必须

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丰富的资镶为基点
,

以改革开放

为先导
,

加整培养内陆外向型经济
,

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

促进武汉经济
、

科技
、

文化的全面发展 只有这样
,

二十一世纪初的武汉
,

才有与芝加哥
、

上海
、

香港一样
,

屹立于繁荣 昌盛的
国际大都市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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