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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当前，西江黄金水道建设如火如荼，西江经

济带开放开发渐入佳境。有明同志的专著 《西江

经济带开发与梧州优势产业发展》应时而出，特

邀我写几句话。作为一起在梧州工作过的同事，

我们都为梧州的科学发展而深思过，奔忙过。有

明同志有了成果，我感到十分的欣慰。通读了这

部书稿，我深受启发，受益良多，深深觉得这部

著作融理论性、指导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研究思

路清晰，研究方法科学，提出措施可行，无疑有

助于西江经济带的理论研究和开发实践。在书中，

有明同志对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进行了深入研究

探索，对梧州优势产业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展望，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可行的路径，必将对梧

州优势产业发展、西江经济带建设发挥重要的借

鉴作用。我为有明同志取得的成果感到由衷的

高兴。

西江是珠江主干流，其年径流量占珠江流域

的７８％，与长江并列为我国高等级航道体系的



西江经济带开发与梧州优势产业发展

“两横”之一。西江航运干线是沟通大西南与粤港澳的重要纽带，

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自治区党委审时度势，提出 “打造西江亿吨级黄金水道”，随

后要求沿江各市 “加快产业布局及发展，培育壮大支柱产业，逐

步形成西江经济带”。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

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整合资

源、集聚优势，加快形成西江经济带”。以西江经济带为重要内容

的 “两区一带”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治区党委、政

府加快西江黄金水道建设步伐，推动西江经济带加快开放开发，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西江通五省，总汇在梧州。”历史上，梧州得三江汇聚地利，

拥西江黄金水道，成为连接粤港澳与大西南的重要枢纽城市，享

有 “百年商埠”之美誉。但随着水运的相对滞后，更由于水路无

法与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形成联运，梧州失去了交通枢纽的地

位，逐渐被边缘化。进入 “十一五”以来，梧州借助西江黄金水

道建设的东风，全力打造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形成铁水联

运、公水联运、江海联运的立体交通网络，并通过速度拉近空间，

加快融入珠三角，接轨北部湾，全面参与多区域合作，积极承接

产业转移，建设梧州区域性枢纽城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非常荣幸的是，我和有明同志都参与了梧州 “重振”与 “复

兴”的某段历程，曾一并为之谋划蓝图，为之殚精竭虑。我在担

任梧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与梧州一班人按照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决策，为梧州依托西江黄金水道建设和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

建设区域性枢纽城市，推进梧州科学发展进行了一些思考，作出

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此期间，有明同志则先后担任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市委副书记，为梧州市委决策的制定、落

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对梧州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研

究和强力推进，为梧州发展贡献了心血和才智。先后到自治区工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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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作后，我们仍然十分关注着梧州的发展，情牵着那片火热的土地，

为梧州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为梧州抢抓机遇，借助西江黄金水

道战略和西江经济带形成而取得的科学发展巨大成就而充满自豪。

有明同志在原有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 《西江经济带开发

与梧州优势产业发展》，对梧州优势产业发展进行了总结、展望，

提出了新思路、新路径、新措施。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战略

思考，有着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将对梧州打造区域

性加工制造基地，建设区域性枢纽城市，发挥重要的指导意义和

积极的实践借鉴作用。

当前，广西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正朝着富民强桂

新跨越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广西的赶超跨越离不开西江经济带

的开放开发，梧州的优势产业发展更要立足于西江黄金水道的建

设，依托于西江经济带的发展。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

发展、和谐发展，需要众多的实干家，需要众多的理论家，更需

要既有实干精神又善思考总结的专家型领导，更需要既有理论指

导又有工作实践的学者型干部。有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复合型领

导干部，《西江经济带开发与梧州优势产业发展》就是这样一部融

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专著。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加入到这个

行列，涌现出更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这样，在自治区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富民强桂新跨越

的宏伟目标一定会早日实现。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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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有明同志２００８年进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专

业攻读博士学位。几年间，我目睹了他在政治、

学习、工作等各方面不断进步的历程。

他的专著 《西江经济带开发与梧州优势产业

发展》，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形

成的，既是理论研究的成果，又是实践经验的

总结。

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包括研究中国

的区域经济发展，有的从纯理论的角度去研究，

有的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有的从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角度去研究；有的研究一种类型的区域经

济，有的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区域经济，都是可

取的，有意义的。作为地方的领导者，从当地的

实践出发，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其经验，

又上升到理论高度，是有其优势的，也是非常有

价值的。

这部专著，是研究梧州优势产业发展。但是，

这一研究是置于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下，置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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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置于西江经济带开发的宏观背景下，对梧

州优势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研究流域经济区基本理论、

产业发展模式和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评估了梧州优势

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产业发展的优势，提出了优势产业发展

的路径。

关于西江经济带的发展优势和产业战略布局，作者认为，由

西江经济带点轴开发的空间模式、西江经济带经济合作、西江经

济带 “全面融入粤港澳”发展战略所决定，应充分发挥西江经济

带各城市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西江经济带产业战

略布局是发展新兴加工制造业基地，建设国家级桂东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国际旅游开放综合实验区、

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发展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梧

州、梧州－肇庆－广州沿江发展轴。梧州作为西部大开发地区临

近珠三角最前沿的城市，作为广西建设国家级桂东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在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等方面都

具有竞争力，完全能够大有作为。

这部专著，明确提出了梧州在西江经济带的优势产业定位。

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按照以港口码头带动商贸物流、以商贸物流

带动临港产业的思路，立足于形成与沿江上下游城市差异化发展

产业格局，促进具有梧州特色与优势的沿江产业和临港经济加快

发展，梧州应积极承接东部转移优势产业、发展沿江临港优势产

业、优化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和错位发展区域优势产业。

这部专著，从优势产业发展的品牌战略，优势产业发展的政

策支撑，城市群、产业群、港口群的互动，优势产业发展的自主

创新、优势产业发展的资金筹措等方面提出了梧州优势产业发展

的对策。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可操作性。

我认为，这部专著，不仅对梧州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有重

要意义，而且对流域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确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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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如何发展优势产业，都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一名地方的领导者，工作繁忙，同时学习任务也很重。

有明同志能科学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的关系，顺利完成了

学业。非常高兴的是，在他即将博士毕业之际，他的女儿顺利考

取了大学。我向他和他的女儿表示祝贺。

作为他的导师，我感觉有明同志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思维

敏捷，思路清晰，德才兼备。我祝愿有明同志在这几年不断进步

的基础上，取得又好又快发展的成绩。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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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９］

４２号），明确提出 “充分发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西江经济带集聚辐射带动

作用”，打造 “三基地一中心”即 “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先进制造业

基地、特色农业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的战略定位。党中央、国务院 《关

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１０］１１号），在第３４条

“扎实推进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中，明确提出 “培育西江上游等经济区，

形成省域经济增长点”的战略任务。西江经济带战略目标的提出和梧州优

势产业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

（一）国内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化及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国家加大了

区域规划与建设的力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战

略地域，明确按照东—中—西部的顺序进行建设；９０年代，进一步作出了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省区、

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区、西部地区７大经济区域的划分；９０年代末期开始，

国家陆续提出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到２００６年形成了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域板块

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①。２００８年以来，区域规划与建设的步伐

加快，仅２００９年国家就批准了１３个区域发展规划。目前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经济区域大体分为三种类型：由国家制定单独成型的区域规划，包括北

部湾、珠三角、江苏、辽宁、横琴等经济区域；由国家制定区域性政策的，

包括长三角、海西经济区、滨海新区等；由国务院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实

验区，包括浦东、长沙、株洲、湘潭、成都、重庆等。

全国新一轮的区域规划表明，沿江、沿海、沿路仍是规划区域经济发

①范恒山：《深入推进经济区理论研究》，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



西江经济带开发与梧州优势产业发展

展的三条主线。内河运输具有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沿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江西接云贵、贯穿广西、

东连珠三角和港澳，是我国内河水运规划 “两横一纵两网”主骨架中与长

江干线并列的 “一横”，素有 “黄金水道”之称。西江经济带就是沿西江黄

金水道发展而成。规划建设西江经济带，形成分工明确、优势明显、协作

配套的沿江现代产业带，这是国内区域经济规划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将

促使我国新的区域经济格局更加完善。

（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及环珠三角区域经济规划发展的新机遇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四川、贵州、云南９省区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 “９＋２”），

涵盖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和港、澳两大经济区。自２００４年启动以

来的７年时间，泛珠区域的 ＧＤＰ总量从２００３年的６３００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０９年的１８０００亿美元，翻了近两番；区域内４个省ＧＤＰ超万亿元，占全

国近三分之一。泛珠三角区域发展与合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我国区

域合作与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国家颁布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提出以 “广佛肇 （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 “深莞惠

（深圳、东莞、惠州）经济圈”、“珠中江 （珠海、中山、江门）经济圈”等

三大经济圈为主体，辐射环珠三角。其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就是 “全国重要

的经济中心”：“形成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资源互补、产业关联、梯度发

展的多层次产业圈，建设成为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

的龙头，成为带动全国发展更为强大的引擎。”① 这里提出一个 “环珠江三

角洲地区”的概念，其内涵就是指粤东、粤西、粤北及周边省 （区）的相

邻地区，并要求 “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服务和带动功能，促

进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形成梯度发展、分工合理的多层次产业群和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协作体系”。

广西属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 “９＋２”之一，梧州更属 “环珠江

三角洲”相邻地区范围之内。南宁到广州８５０公里水路，梧州到广州只有

２５０公里。西江是广西融入泛珠合作最便捷的通道，珠三角可沿珠江主干

流西江开拓西南腹地，并借助广西这一 “桥头堡”开拓东盟市场。根据国

００２

①国家发改委地区 ［２００９］２９号：《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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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广东省政府制定

出台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规划、环境保护、社会发

展等 “五个一体化规划”。通过这 “五个一体化规划”，梧州融入 “环珠江

三角洲”和 “泛珠江三角洲”，加强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承接东

部产业梯度转移，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２０１０年８月，在第六

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上，广西与广东两省区政府

签署 《关于建立桂粤更紧密合作关系的框架协议》，提出双方将共同建设西

江经济带，推动其上升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共同争取国家制定西江经

济带发展总体规划，促进西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发展。

（三）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未来１０年的新部署

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在总结过

去１０年西部大开发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１０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作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 “三个重要地位”：在我国区域协

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基础地位，

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明确提出 “六个更加注重”的指导思想，其

中之一是 “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着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之二是 “更加注重优化区域布局，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明确提

出 “重点建设西部地区连接珠江三角洲的出海通道”，“重点推进西江等干流

及重要支流航道治理，提高航道标准，加强重点内河港口建设，提高出海通

道能力”；明确提出 “培育西江上游等经济区，形成省域经济增长点”①。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对西

部地区的广西、西江经济带的梧州，为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

又一重大历史性机遇。西部大开发的１０年，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

的１０年。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９年，广西生产总值从２０８０亿元增加到７７００亿元，

年均增长１２．１％；人均生产总值从４６５２元增加到１６０００元，增长２．４倍，

接连突破１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０美元大关；财政收入从２２０亿元增加到近１０００

亿元，年均增长１８％。广西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北部湾经济

区开放开发为龙头，加速形成 “两区一带”区域发展新格局，其中 “一带”

即西江经济带。打造西江经济带，有利于主动融入珠三角，发挥临近粤港

澳的市场优势，推进珠三角与西江地区的经济融合；有利于发挥西江水运

００３

①中发 ［２０１０］１１号：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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