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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秦巴山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特点，提出亟需构建强生态条件下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产业发展体系的总

体战略目标。探讨秦巴山脉区域生态与产业协同绿色发展模式，指出培育、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的紧迫

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一圈多轴一网二区”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生态 – 产业协同双向梯度发展”的动力模式。

构建包含评价指标、产业类型筛选和技术评价等内涵的产业发展评价体系。分析产业布局原则、环秦巴山脉区域协同发展群

产业布局及产业关联效应。阐述发展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的政策建议：坚持绿色经济为主的产业发展道路；打造新

的跨区域协作政策机制；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优秀人才；加强绿色资本输入；推动绿色产业与乡村振兴的紧密结合；培育社

会企业与制度企业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绿色产业整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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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and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overall strategic go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es under 
strong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is region. It also probes into a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between ecology and 
industry, and indicates the urgency,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for developing the strategic emerging and high-growth green industries 
in this region. Furthermore, a spatial pattern of “one circle, multiple axes, one network, and two regions” as well as a dynamic mode 
of “two-way gradient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logy and industry” are studied; 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compris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dustrial type screening, and technology assessment is propose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principles, the industrial layout of regional collaboration clusters around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and the industrial correlation 
effects are expounded. Moreover,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developing a green economy, establishing a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providing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increasing the input of green capitals, actively combining the green 
industry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ivating social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exert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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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巴山脉区域现状及特点

（一）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区位优势突出

秦巴山脉区域覆盖陕西、河南、湖北、重庆、

四川、甘肃五省一市，含 20 个设区市、甘肃省甘南

藏族自治州、湖北省神农架林区，119 个县（区、县

级市），总面积 3.086×105 km2，总人口 6164 万 [1]。 
秦巴山脉区域位于我国地理中心腹地，是长江、黄

河和淮河的分水岭区，也是我国南北方重要的地理

分界带，处于区域交通重要陆桥通道，“一带一路”

交汇区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2]。

（二）区域生态功能极强，但退化问题突出

秦巴山脉区域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

发〔2010〕46 号）被列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

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该区域

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受到威

胁，区域功能定位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修编版）》也将秦巴山脉区域列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极重要区、水土流失生态高度敏感区（全国土壤保

持极重要区）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极重要区。

（三）区域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秦巴山脉区域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中发〔2011〕10 号）中，被确

定为 11 个集中连片特殊经济困难地区之一。该片

区涉及省份最多，发展差异较大，产业支撑能力薄

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制约突出；基本公共

服务不足，存在科技支撑乏力等多维发展制约因素。 

（四）周边城市群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区域发展潜

力逐渐涌现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

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2018 年 11 月 18 日）

中指出，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

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等，推动国家

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

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

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上述 5 个城市群中有 7 个省

会级核心大城市分布在环秦巴山脉区域周边，充分

发挥上述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的社会、经济、科技、

文化、教育、产业和市场等领域的积聚、辐射、拉

动和提升作用及特殊优势，将为促进秦巴山脉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牵引和辐射作用。

秦巴山脉区域要实现乡村振兴及区域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问题，亟需构建强生态条件下的现代工业

和现代产业发展体系的总体战略目标。不仅要大力

推动高成长型绿色产业发展，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

问题，还要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问题。秦巴山脉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于落实国家生态绿色转型思路，推进新型城镇化

战略，树立山区绿色发展的示范，助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开展均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二、	秦巴山脉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

绿色产业分析

（一）区域生态与产业协同绿色发展模式

深刻总结产业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

国外片面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以“资产依赖型”

和“服务依赖型”服务经济主导为特征，缺乏实

体经济支撑的“去工业化”虚拟经济，导致制造

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失衡，引发次贷危机，演变

为国际金融风暴；另一方面，粗放型的传统产业

发展模式，经济结构不合理，呈现出资源和环境

压力加剧、产能过剩且不可持续的窘境，原有发

展方式须加快调整。因此，在秦巴山脉区域发展

服务经济主导的第三产业或继续推行传统产业模

式都是不可取的。

绿色产业以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为目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industry.
Keywords: Qinba Mountain Area;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high-growth green industry; strong ecological conditions;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system;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logy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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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绿色技术、绿色投资为保障，进行的技术研

发、工程建设与资源利用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更广

泛意义是指在产业生产过程中，倡导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以及贯彻低污染、低排放理念，具有较高

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产业 [3]。绿水

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生态就需要产业化。把生态

作为一种产业进行适度开发，注重考虑并实现生态

本身的产业价值；在获得金山银山时，还应保住绿

水青山，产业必须生态化。发展绿色、循环、低碳

等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生态产业，将产业过程纳

入生态系统大循环。产业生态化是经济发展方式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秦巴山脉区域应坚定地走生态良好、产业绿色

循环低碳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第一产业中大力发展

绿色、有机、生态农业；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大力发展商贸物流、

电子商务、生态旅游和金融保险、信息会展等高成

长型现代服务业，形成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析

按照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如英国古典经济学

家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在 18 世纪提出了比

较优势理论，日本经济界将相关理论发展成为“动

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必须扶持和帮助那些

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将目前自身的劣势产业转变

为优势产业，最后利用这些优势产业来驱动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 · 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ehman）1958 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

到了“战略性产业”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在产

业规划发展中，应率先发展前后向关联度较高的产

业，有利于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

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 · 惠特

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60 年在《经

济增长的阶段》，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1971 年

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提出了传统社会、准备

起飞、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和超越大众消

费 6 个阶段。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

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

重大引领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

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的新兴产业 [4]。《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第一层级的 9个类别（领

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

相关服务业等 [5]。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性、成

长性、低碳性、支柱性、全域性和社会性 6 大特点，

为在秦巴山脉区域培育、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与

高成长绿色产业提供了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1. 紧迫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引领性的特点为秦巴山

脉区域缩小区域内外差距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新兴技术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动

力，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将引领经济发展的方

向。秦巴山脉区域外的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

升级跃升，将对传统产业的生存带来巨大冲击波。

直面业已存在的秦巴山脉区域内外严重的经济社

会发展差距，一轮又一轮的冲击造成的经济社会

发展差距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态势，只有仔细分析

研究秦巴山脉区域区情，精心选择适于该区域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成长绿色产业，培育发展壮

大形成新业态，才有可能实现区域内外经济社会

同步发展，解决现实的跨越式快速发展和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成长性的特点为秦巴山

脉区域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产业基础。 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新技术与新经济高度融合的新产业、新业

态，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开始形成到发展成熟的动

态发展阶段，经过技术与市场的培育和融合，开始

展现出旺盛需求。尽管不同的产业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但总体上属于市场需求大、增长速度快、发展

持续性长、生产率上升的产业，是最具高成长性的

产业，使得秦巴山脉区域能够迅速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加快缩小秦巴山脉区域内外经济发展差距。

因此，秦巴山脉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

产业，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2. 必要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性的特点为秦巴山脉区域

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提供了生态保障。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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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举措。我国正在摒弃先污染后

治理、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经济发

展的质量。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具有的低

碳性的特点和其秉承低碳环保的发展模式，通过加

强产业技术创新，不断降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

放，降低资源与能源消耗，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支柱性的特点为秦巴山脉

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将逐步显现出技术含量高、

市场需求大、产业关联带动性强、可持续性强、

消耗资源能源少的基本特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不断提升其贡献度，不断创造新的就业

岗位。更多的就业渠道为秦巴山脉区域众多的富

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为发挥人口优

势红利奠定了基础。

3. 可行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域性的特点为秦巴山脉

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可行性。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兴

技术源自全国最新研发的技术和创新成果，加速了

各种资源要素在不同地域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生产

要素在市场的流动。新兴产业发展不受时空的制约，

使秦巴山脉区域减轻或消除了某些传统产业发展的

地域等条件约束，可以与域外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

竞争，从而带来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经济秩序

发生重构的可行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社会性的特点为秦巴山脉

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人才汇聚、产业集

聚的可行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

以及融合型新业态的形成，可以创造更多工作环境

好、劳动强度低、工作报酬高的就业岗位，吸纳着

各类人才的流动，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以

及生活和工作方式。秦巴山脉区域特有的良好生态

条件，更舒适、更清洁的生活环境，创新的工作内

容，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将吸引域外人才向域内流

动，新业态向域内集聚、发展和成熟，形成秦巴山

脉区域内外人口流互动趋势，带动资金流、物质流

向秦巴山脉区域内流动的新格局，使得秦巴山脉区

域的老居民和新客人都能够实现乐居宜业，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区域

内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综上，秦巴山脉区域具有培育、发展和壮大战

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

行性。在优化整合和创造一些条件下，能够摒弃以

往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直接选择战略性新兴

与高成长绿色产业，实现动力转换和结构优化。秦

巴山脉区域在强生态条件下，实现构建现代工业与

现代产业发展体系的总体战略目标，培育、发展和

壮大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是解决和协调超

强的生态环境特征和落后的经济社会基础之间矛盾

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三、	发展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的空

间功能和动力分析

（一）“一圈多轴一网二区”的区域空间格局划分

秦巴山脉区域属于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

能区，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任务都异

常繁重，该特点决定了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具有较

高的适用性。

秦巴山脉区域周边涉及的以重庆、成都、武汉、

郑州、西安、兰州和西宁为中心的 7 个大城市是核

心、高梯度“点”和主增长极，形成并发展“环秦

巴山脉区域特大城市圈（围合外缘，一圈）；位于

秦巴山脉区域内外的 22 个地级行政单位（20 个设

区市、1 个自治州、1 个林区）是中心、中梯度“点”

和次增长极，形成并发展“秦巴山脉区域中心城市

纵横多轴（多轴）；119 个县（区、县级市）为秦巴

山脉区域内散点县域城镇，形成绿色循环发展“珍

珠”城镇串成的“网”（围合局域，一网）；生态农

业区（过渡区）、生态保护区（内核区）的“一圈

多轴一网二区”的秦巴山脉区域空间格局划分，从

“圈”—“轴”—“网”—“过渡区”—“内核区”，

设置 5 类不同特色绿色产业战略发展区。创新形成

从外缘的“圈”到生态保护内缘的“内核区”方向，

生态保护强度逐步增大，而反方向，则产业发展强

度逐步增大的发展模式，即“生态 – 产业协同双向

梯度发展”模式。

（二）“生态 - 产业协同双向梯度发展”模式的生态

与产业协调发展动力

根据非均衡经济发展若干理论，以成渝、长江

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兰西 5 个城市群形成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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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按照“核心 – 边缘理论”原理，这些城市群

通过扩展效应可向秦巴山脉区域内部中心区域辐射

发展；按照“点 – 轴系统理论”原理，通过强化“点”

与“点”的联合，促进网状“轴”的形成和发展，

建立以 7 个核心大城市引领 5 个城市群发展，而这

些城市群又带动秦巴山脉区域 22 个地级中心城市

“点”和“网”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

融合互动发展，促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合理分工、

产业互补、上下联动，融合发展；按照“梯度推移

理论”原理，明确这些城市群核心城市、地级中心

城市（市、自治州、林区）以及城镇（县、县级市、区，

特色村镇）的产业性质、发展方向和功能，优化

“点”和“轴”上的产业结构，确定哪些类型产业

向“圈”和“网”极化并集聚，哪些特色产业向“网”

和“轴”扩展并强化，避免秦巴山脉区域内产业

发生回流效应而出现产业“空心化”，构建“生态 –
产业协同双向梯度发展”模式，推动生态与产业

协同发展。

四、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

产业发展体系评价

（一）产业评价指标构建

基于区间型“ AHP － DA － QCM ”复合分析

法，构建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

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二）产业类型筛选

基于全国法人工商数据库数据（2019 年 5 月
18 日查询）：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企业共计

1430 家，其中陕西片区 240 家、河南片区 52 家、

湖北片区 492 家、四川片区 357 家、甘肃片区

245 家、重庆片区 44 家。按各县（区、县级市）分

析比较，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最多，达 288 家，其战

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极化现象。以该数据为基础，

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 2019 年秦巴山脉区

域五省一市 119 个县（区、县级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数量、地域分布等进行分析，如图 1 所示。

（三）产业技术评价

秦巴山脉区域 119 个县（区、县级市）近 3 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类型归纳及频次如图 2 所示。可以看

出，秦巴山脉区域普遍重视生物产业发展，尤以现

代农业为最，其中陕西片区重视程度最高，形成带

动效应；其次为相关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和新能源产业，各地发展差异性较大；数字创意产

业的发展基础薄弱，没有形成有力的发展条件，呈

表 1		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法

区域分析 地理区位 首位度 S=P1/P2
资源禀赋 资源数量与质量 资源种类 / 区域资源总量

交通条件 交通通达性 距离中心城市距离

产业评价 主导力 产业增长潜力 产业增加值 / 工业总产值

就业效应标准 就业人数 / 待就业人数

发展力 技术效率标准 技术密集系数

风险 – 盈利率标准 风险系数 / 产业盈利率

竞争力 自主创新力 研究和发展投入 /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
产业需求力 产品品牌的销售数量 / 行业销售数量

带动力 产业波及效应 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

出口带动力 产业出口 / 国家总出口

绿色度 资源消耗率 资源消耗量 / 资源总量

污染排放率 污染排放量 / 污染总量

综合分析 国家布局 布局地区 区域新兴企业分布

技术转化 技术成熟度 九大等级评价

注：S 为首位度；P1 为首位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万人；P2 为第二位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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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北

千米2401608080 0

0 ≤ X < 32
32 ≤ X < 64
64 ≤ X < 96
96 ≤ X < 128
128 ≤ X < 160
160 ≤ X < 192
192 ≤ X < 224
224 ≤ X < 256
256 ≤ X < 288

图 1		2019 年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相关县（区、县级市）企业数（X）
注：数据来源为全国法人工商数据库。

图 2			秦巴山脉区域五省一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型分布
注：数据来源为秦巴山脉区域各相关县（区、县级市）2017—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图例：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3.新材料产业； 4.生物产业；
5.新能源汽车产业； 6.新能源产业； 7.节能环保产业； 8.数字创意产业；
9.相关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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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弱势状态。

五、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

产业关联效应及布局

（一）产业布局原则

1. 生态优先，绿色循环，整体布局

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产业布局应符合各区域生

态敏感性要求。生态敏感性较高的区域应重点开展

生态保护，适度发展高成长绿色产业；生态敏感性

一般的区域，大力发展高成长绿色产业，适度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城镇周边的乡村地区，以发展

现代农业为主；生态敏感性较低的区域，应强化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产业升级，职教提升，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促进产业升

级，提升产业价值。优化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体系，

促使居民职业能力提升。实现乡村振兴、产业体系

完善的目标。

3. 区域协同，集聚演化，逐步发展

城市群和设区市区域协同。立足发挥各地区比

较优势，缩小整个区域发展差距，将秦巴山脉区域

作为周边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充分发挥中

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整个区域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城市群间产业链的合理分工，弥补秦巴

山脉区域在人才、产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足。

集聚演化。采取集聚发展模式，以集聚发展的

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优势，在提升产业竞争

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6]。
逐步发展。结合发展现状，先期以环秦巴山脉

区域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为主，形成 5 个城市群协

同发展区（见图 3），逐步转为整个区域内地级中心

城市、县（区、县级市）的整体协同。

（二）产业布局分析

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

总体布局，基于“一圈多轴一网二区”的区域空

间格局，遵循“生态 – 产业协同双向梯度发展”

模式，促进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

按照流域生态特点，构建秦巴山脉区域绿色城

乡发展模式。通过对该区域生态环境及地形地貌的

深入分析，确定了其城乡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基于

生态基底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的适应性

评价，同时结合流域上、中、下游的协同特点，形

成的以流域为单元来确定城乡发展的一种模式。该

图 3		秦巴山脉区域先期发展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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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将整个流域空间划分为全绿、深绿、中绿、浅

绿 4 种不同类型的单元。全绿单元是生态价值高、

地形起伏较大的山地地区，应进行严格生态保护与

修复的区域；深绿单元，通常位于起伏较大的山地，

生态价值较高，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只能在环境承

载力允许的范围内发展绿色产业；中绿单元是适度

保护区域，空间开发以集约发展和优化提升为主；

浅绿单元是适度发展的区域，一般位于下游地区，

可进行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 [7]。
1.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区：以成都、重庆为协同

发展重点双核心城市，秦巴山脉区域四川、重庆片

区中心城市为产业发展“轴”支架，以绵阳为例，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生物医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

数字创意产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区：以武汉为协同发

展重点核心城市，秦巴山脉区域湖北片区中心城市

为产业发展“轴”支架，以襄阳为例，重点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

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产业。

中原城市群协同发展区：以郑州为协同发展重

点核心城市，秦巴山脉区域河南片区中心城市为产

业发展“轴”支架，以洛阳为例，重点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

能源汽车、数字创意产业。

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区：以西安为协同重

点核心城市，秦巴山脉区域陕西片区中心城市为产

业发展“轴”支架，以宝鸡为例，重点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

兰西城市群协同发展区：以兰州、西宁为协

同发展重点双核心城市，秦巴山脉区域甘肃片区

中心城市为产业发展“轴”支架，以甘南藏族自

治州为例，重点发展民族医药、新能源。

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重点产

业布局见图 4。
2. 高成长型服务业布局

全域布局高成长型服务业，推动构建符合发

展趋势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平台

和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创新能力，扩大产业规模，

增强秦巴山脉区域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撑条件。

以秦巴山脉区域周边 5 大城市群的重庆、成都、

武汉、郑州、西安、兰州、西宁 7 个核心大城市为

主体，引领秦巴山脉区域高成长型服务业整体发展；

以洛阳、南阳、襄阳、绵阳等秦巴山脉区域各省（市）

基础较好的地级中心城市为重点发展城市，支撑区

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陇南、广元、商洛等地级、

图 4		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重点产业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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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诸多城市为多个节点，推动建立秦巴山脉区域

腹地的现代服务业网络。

3. 代表性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布局

（1）生物产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优势地位

从秦巴山脉区域各县（区、县级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统计数据看，生物产业在 9 大类战略性新兴

产业中是发展最好的。秦巴山脉区域周边 5 大城市

群的 7 个核心城市都是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在近

年的发展中已经集聚了比较多的技术和人才，为整

个区域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秦巴山脉区域中草药资源极其丰富，但中药产

业发展不充分。秦巴山脉区域是南北气候交汇区，

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动植物种类数量占全国

的 75%，药用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秦巴山脉是

重要的中药材产地，也是全国中药材集散地，人工

栽培中药材面积为 4.03×105 hm2，占五省一市中

药材种植面积的 45.09%，其产量为 1.251×106 t，
是五省一市中药材产量的 49.54%，其产值估算为 
675 867 万元 [8]。

中药产业与生物产业协同发展有很强的可行

性。中药产业属于生物产业中的生物医药产业分

类。秦巴山脉区域的各级城市，尤其是 5 个城市

群周边的 7 个核心大城市，在生物产业的发展过

程中具备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将为中药产业的发

展提供有力的支撑。细分的以中药产业为引领的

生物医药产业将成为区域内新的优势产业，这一

产业也将进一步挖掘秦巴山脉区域丰富的生态自

然资源，将其与大中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系

在一起，丰富原有生物产业的内容，最终实现区

域内的协同发展。

（2）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策略

中草药产业不同于其他的生物产业，其整个

过程产业链较长，涵盖了从药材种植、加工制造到

技术研发若干环节，每个环节对环境、人才、技

术的需求都不同，如何统筹整个产业链，将各环节

与相应的资源高效匹配，是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 
问题。

在秦巴山脉区域的各级城镇和乡村中，所拥有

的生态、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存在很大

差异。结合以中草药产业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的产

业链特点，以及基于流域的城乡发展模式，科学合

理地进行产业布局，可以充分满足秦巴山脉区域生

态敏感性的要求，并与整个区域绿色循环发展目标

相一致。

（3）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模式

秦巴山脉区域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布局：在秦巴

山脉腹心区域，依托中药材的资源优势，以资源主

导型中药产业为主，加快现代中药与民族药制造

的发展；在环秦巴山脉区域城市群中，依托核心

大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以技术主导型生

物医药产业为主，主要进行技术开发，以引领行

业发展为目标。在研发环节，应加大对医药研发

的支持力度，鼓励周边核心城市的相关研发机构

在秦巴山脉区域设立分支机构，逐步培育研发的

能力和环境。在生产环节，基于秦巴山脉区域生

态敏感性的要求，在各流域的全绿、深绿区域以

生态农业的中草药种植为主，主要在生态农林用

地展开，以“产销研”的模式，提升原材料的价值，

减少中间环节，有效提升区域内居民收入；在中

绿、浅绿区域以现代中药与民族药制造环节为主，

主要依托中小城市的专业园区集聚发展，与城市

整体的产业发展协同，寻求资金、技术及相关生

产型服务业的支持。秦巴山脉区域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模式见图 5。
要实现秦巴山脉区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必须

结合秦巴山脉区域及环秦巴山脉区域城市群的不

同优势，通过智慧平台和快速交通的衔接，统筹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形成共享、交流、互通的产

业网络，实现产业分工协作，减少中间环节，提

升发展效率。

六、	秦巴山脉区域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

产业政策建议

（一）坚持绿色经济为主的产业发展道路

设立秦巴山脉区域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跨

区域设置秦巴山脉区域绿色生态产业扶植发展基

金；制定高门槛的产业准入标准，共同打造“秦巴

旅游”和“秦巴绿色食品”地理标志 [9]。

（二）打造新的跨区域协作政策机制

消除行政区划阻隔，建立秦巴山脉区域省级联

席会议制度，同谋发展、交流信息、消除隔阂、解

决问题、共享成果；建立政府秘书长定期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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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敦促、协调、组织跨区域合作；办好“秦巴

论坛”，推进学术、人才交流，为政策科学决策发

挥智库作用。

（三）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优秀人才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池，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

本支持。调整区域内部的高等职业院校培养方向，

提升区域自有人才的匹配能力 [10]。

（四）加强绿色资本输入

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利用社会资本建立专

项基金，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探索

多种融资模式促进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激励

措施和政策吸引风险投资，鼓励绿色金融快速发展。

（五）推动绿色产业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制定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纲要，组织实施“互联

网 +”数字经济试点，布局建设综合性跨区域战略

新兴产业创新中心，把绿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紧

密结合，提高区域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六）培育社会企业与制度企业家

社会企业与制度企业家是极其稀缺的资源，需

要国家加大支持培育社会企业和制度企业家，并充

分发挥制度企业家在秦巴山脉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与高成长绿色产业的作用 [11]。

（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绿色产业融合发展

推进战略性新兴与高成长绿色产业建设项目的

企业化经营、产业化运作，运用业主招投标、项目

经营权转让等方式把项目推向市场 [12]，要注重引

进民间资本，使产业项目市场化经营落到实处，强

化产业的自我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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