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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县域优势及路径选择 

———以常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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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域工业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县域新型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基于常德市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整体
优势与约束因素，通过分析常德市新型工业化的县域差异及其比较优势，提出了突出县域特色，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壮大核心企业，培育支柱产业，形成以点带面的工业发展格局；加大企业技改力度，实现转型升级；注重人才和

技术引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加快发展高新产业，形成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是当前促进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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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发展县域经
济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结构的优

化，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１］。县域工业是农

业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

化水平的可靠支撑［２］。因此，走新型工业化的道

路，通过发展县域工业壮大县域经济，不仅能够带

动县域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能

够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实现全面小

康步伐。

　　一　常德市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整体优势与约
束因素

　　常德市地处湖南省的西北部，有县级行政单位９
个，其中县域单位６县１市，包括澧县、桃源县、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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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汉寿县、安乡县、临澧县和津市市。常德市国土

总面积为１８１７７平方千米，其中县域国土面积１５４２４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８４．９％。２０１３年末，常德市总
人口６０７．２３万人，其中县域总人口为４６３．１３万人，
占总人口的７６％。从主要经济指标在湖南省的排位
来看，常德市的经济发展仍较缓慢。２０１３年，常德市
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在全省排第
３、第５和第６位，与２０１２年排位持平；但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却从２０１２年的排第４位降到排第５位。因
此，加速常德市县域新型工业化进程，发展壮大县域

经济，将有利于推进常德市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３］。

（一）发展优势

１．物产及资源丰富。常德市各个县域都是全
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生产基地，是湖南有名的

“鱼米之乡”。粮食、棉花、油菜、柑桔、茶叶、淡水水

产品等农产品资源丰富，可以为农产品加工工业提

供充足的原材料。同时，常德市７个县域除安乡县
外，都拥有较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为县域工业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

２．交通和通讯发达。常德市境内有 Ｇ５５、Ｇ５６、
Ｇ５５１３等高速公路交汇，常德市城区至辖区各县
（市）均由二级以上公路构成，９５％的县至乡公路通
了水泥路，９９．５％的行政村通公路，桃花源机场已常
年开通北京、上海、海口、广州等航班并正在扩建，连

接京广线和洛湛线的石长铁路复线也在加紧建设，

各县域都能通过沅水、澧水经洞庭湖入长江。７个县
域已经形成了以高速公路、铁路、水路为骨架联通县

乡公路的立体交通网络，为本地产品的便捷输出提

供了条件。同时，各县域内都已实现了交换程控化、

传输数字化。电子商务、宽带网、城域网建设突飞猛

进，移动通讯已实现了境内无缝隙覆盖。

３．制度环境与政府服务优良。为发展县域经
济，各县（市）都在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优质服务方面

出台了很多政策和办法。大力推行了办事代理制、

收费一站制、检查准入制、纠错告知制、首问负责制、

服务跟踪制、领导联项制、民意测评制等制度；制定

和完善了招商引资、创名品名牌、纳税大户等奖励措

施。对入驻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对工业园区实行封

闭式管理，部门执法归口园区管委会备案、审批准

入，认真组织开展企业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对索

拿卡要等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人和事严厉查

处，排除企业外部干扰，真正营造“围墙内的事政府

不干预，围墙外的事企业不操心”的优越环境。

（二）发展约束

常德市县域新型工业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１．增长方式粗放，结构性矛盾突出。常德７个
县域的工业基础主要以传统加工工业和发达地区

梯度转移产业为主，基本上是粗放型、低层次、低附

加值的企业，精加工企业少。企业产品较为单一，

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条短、大部分处于产业链末

端。而且大部分企业规模小，设施老化，工艺落后，

能耗较高。同时，受自有资金不足的影响，多数企

业在技术改造上的投入少，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弱。

因此，许多企业都成为了发达地区企业的原料生产

厂家。如汉寿的苎麻纺织就因为自身缺少印染、制

衣等工艺而只能销售精干麻、纱和坯布，其他多数

的农产品加工也处于粗加工阶段。

２．龙头企业数量少，难以形成产业集群。７个
县（市）６３１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只有６
个，中型企业８４个，特别是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关
联性强、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很少，支柱产业发展

缓慢，知名度不高，市场影响力小，没有形成规模效

益和产业化经营效益，专业分工所带来的集群效应

远未得到体现，致使产业总体竞争力较弱，对县域

经济拉动力不强，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竞争优势和

经济优势。

３．融资渠道不畅，企业发展缺少资金。虽然国
家出台了许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在实际

运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银行

坚持谨慎原则加强了上级部门对贷款审批权的控

制，加上大部分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资产少、经

营的稳定性差，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土地和房

产，同时，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也不健全，企业很难从

银行取得贷款。以津市市为例：２０１２年全市各类存
款达５７亿元人民币，存贷比仅为３６．１％，远远低于
全省６６％的平均水平。而工业贷款仅１４亿元人民
币，融资缺口达４亿多元人民币。另一方面，长期
以来的政策障碍和思想认识偏差导致民间融资渠

道不畅，使得企业也很难通过民间融资获取资金。

４．人才缺乏且素质不高，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是人才匮乏。根据

安福工业园区企业人才状况的调查结果，全部从业

人员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占６４．７％，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人数只有２６９人，平均一个企业只有７．７个
人。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总

量明显不足，尤其是一些关键岗位的高技能人才非

常短缺，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才缺乏

还直接导致企业研发基础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目前大多数企业都以配套加工为主，技术支撑

不够，研发投入较少。企业申请的专利以实用新型

居多，原创性发明比重不高，存在专利风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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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由于企业工人的收入低导致农民工很

难在企业所在地安家落户，使得农民工难以完成向

产业工人的转化，劳动力的素质也就难以提高，产

业升级就难以完成［４］。

　　二　常德市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县域差异及其
比较优势分析

　　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县域经济
差异首先表现为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方面表现出

的差异［５］。２０１３年，常德市县域经济虽然延续了
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增长势头，但发展缓慢（见表１）。从
ＧＤＰ的增长来看，除汉寿、桃源略高于全市的平均增
速外，安乡只有２．１％，其他４县（市）与全市平均水
平基本持平。从工业增加值看，２０１３年虽然除安乡
县外其他县（市）增长幅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但工

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汉寿县、安乡
县、临澧县、津市市四个县域还有所降低。总体上分

析，县域经济特别是县域工业发展的速度仍然偏慢。

表１　２０１３年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统计表

区域

名称

２０１２年ＣＤＰ
（亿元）

２０１３年
ＣＤＰ（亿元）

２０１３年比
２０１２年ＧＤＰ
增长％

２０１３年工业
增加值（亿元）

２０１３年比
２０１２年工业
增加值增长％

２０１２年工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

２０１３年工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

常德市 ２０３８．５９ ２２６４．９４ １１．１ １００１．４０ １０．９ ４５．０ ４４．２
澧县 ２０３．２２ ２２６．２０ １１．３ ７２．０１ １３．２ ３１．７ ３１．８
桃源县 １９６．０３ ２２１．４８ １３．０ ７１．５６ １６．３ ３１．９ ３２．３
石门县 １６２．９３ １８０．５６ １０．８ ７１．２４ １３．３ ３９．２ ３９．５
汉寿县 １５７．８８ １８０．７６ １４．５ ４６．１４ １４．９ ２５．８ ２５．５
安乡县 １２４．８２ １２８．３２ ２．８ ２５．９３ －１．５ ２１．４ ２０．２
临澧县 １０３．５５ １１６．２６ １２．３ ３６．８１ １２．６ ３２．１ ３１．７
津市市 ８７．０７ ９６．９７ １１．４ ４３．５０ １１．９ ４５．３ ４４．９

　　数据根据常德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常德市新型工业化县域比较优势可从以下方
面考察。

（１）从主要农作物产出来看：常德市是一个农
业大市，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产量一直在湖南省处

于第一位，７个县域三大作物也是它们的主要农产
品产出。但由于各县域地理位置的差异，主要农产

品的产出也有各自的特色（见表２）。桃源县、石门
县属于山区丘陵区，水果、茶叶产出多，汉寿县、安

乡县处于洞庭湖区，河湖面积大，水产品总量就高。

这种差异决定了７个县域的农产品加工业也必须
与各自的产出相适应。

表２　２０１３年常德市县域主要农产品产量

县域 土地面积／
!

２ 粮食／万吨 棉花／万吨 油料／万吨 水果／万吨 茶叶／万吨 水产品／万吨

澧县 ２０７５ ４９．９２ ３．２７ ９．３２ １０．４３ ０．０３ ６．０４
桃源县 ４４４２ ７６．６１ ２．１２ １０．９２ １５．５５ ０．４９ ４．２３
石门县 ３９７０ ２５．７２ ０．４９ ４．６６ ２８．７５ ０．８３ １．５３
汉寿县 ２０９１ ６０．９６ １．３１ ７．２６ ６．１２ ０．１３ ８．２６
安乡县 １０８６ ３０．２８ ２．４２ ７．４１ ４．５２ ８．８９
临澧县 １２０４ ３２．６８ １．０５ ５．２１ ６．００ ０．０１ ２．２２
津市市 ５５６ １３．８３ ０．６０ ３．０３ ２．７３ ０．０１ １．８８
合计 １５４２４ ２９０．００ １１．２６ ４７．８１ ７４．１０ １．５０ ３３．０５

　　资料来源：常德市２０１４年统计年鉴

　　（２）从主要矿藏资源来看：各个县域原有的工业
企业的布局也充分体现了７个县域矿产资源的差异
（见表３）。澧县、桃源县、石门县、临澧县利用自身拥
有的煤炭、水泥灰岩办水泥厂，石门县利用磷矿办磷

肥厂，津市则重点发展了盐化工厂企业等等。

（３）从现有工业基础考察：近年来，常德市７个
县域在发展转型原有工业企业的同时，把推进农业

产业化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重点、统筹城乡发展

的操作平台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围绕粮、棉、

油、猪、鱼等拳头产品发展新型产业，形成了具有区

域特色的工业园区（见表 ４），其中汉寿、临澧、石
门、桃源、澧县都是省级经济开发区。园区内路网、

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水、电、气、煤等能

源供给充足。各园区内已经聚集了一批具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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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省知名品牌的企业。由于各县域都高度重视

工业园区建设，并确定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支柱产

业，因此，初步确立了壮大核心企业、发展高新产

业、打造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的良好发展思路。

一部分依据当地的特色资源建立的企业、利用原有

工业优质资源组建的企业、运用新技术生产高新科

技产品的企业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企业与原

有企业合力在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的同时，也为县域新型工业化积累了一定的

人才和经验。根据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首次发

布的２０１３年湖南县域经济“三量齐升”排名，在全
省８７个县域中，除安乡县排在第６５位外，津市市
和澧县分别位列第１６位和第２０位，石门县、桃源
县、临澧县、汉寿县分别排在第２２、２５、３２、３８位，基
本都处在湖南省中上游水平。

近些年来，各地根据发展当地经济的需要，通过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和盘活原有存量资产，逐步形成

当地县域工业的格局，并在不断的发展和探索过程

中确定了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支柱产业（见表４）。
从已经确定的支柱产业我们看到，７个县域已经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工业格局，如澧县的化工和陶瓷、桃源

县的铝业和电力、石门县的火电和磷化化工、汉寿县

的装备制造和医药、安乡县的造纸、临澧县的高新材

料和化纤纺织、津市市的汽配和盐化工等等。

表３　常德市各县域主要矿藏资源

县域名称 矿藏资源

澧　县 煤、石煤、芒硝、盐、石膏、水泥灰岩、膨润土

桃源县 黄金、石煤、金刚石、桃花岩、白钨

石门县
磷矿、矽砂、水泥用灰岩、石煤、石膏、赤铁矿、海泡石、

钒矿

汉寿县 硅石矿、石灰石、高岭土矿、方解石、滑石矿

安乡县

临澧县 石膏、煤炭、玻璃用砂岩

津市市 岩盐、石煤、陶土

表４　常德市县域主要支柱产业与工业园区表

县域名称 主要支柱产业 主要工业园区

澧　县 化工、食品、医药、纺织、电子、建材 澧县工业园

桃源县 铝业、农产品加工、纺织、建材、电力能源、机械制造 创元工业园、漳江创业园、陬市工业园

石门县 电力、建材、化工、制造业、农产品加工 石门县经济开发区

汉寿县 装备制造、化工、医药、纺织、食品、林纸 汉寿经济开发区

安乡县 造纸、棉纺、油脂化工、橡胶、建材、机械、 安乡县工业园区

临澧县 高新材料、化纤纺织、机械制造、建筑材料、食品加工、陶瓷洁具 太平工业园、安福工业园

津市市 汽配、纺织、盐化工、造纸、食品、新型建材、生物医药 津市经济开发区

　　（４）企业Ｒ＆Ｄ经费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考
察：从Ｒ＆Ｄ经费投入强度来看，虽然７个县域除澧
县外的其他县市都高于或接近常德市的平均水平，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２０１３年全国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为２．０８％，最高的江苏省达到了
１２．６％，而常德县域有６个县市者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只有汉寿县以２．５４％超出（见表５）。研发经费
投入不够也直接导致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缓慢。

２０１１年，常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１５２．４２亿元，
在湖南省排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之后，居

第６位。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分别为１５４．５１万元人民
币、１５３８２万元人民币，被郴州超过，排在第７位。

表５　常德县域规模以上工业 Ｒ＆Ｄ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

地域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常德市 １．００ １．１３ ０．９３
澧　县 ０．３０ ０．６１ ０．１９
桃源县 １．０５ １．６０ １．３６
石门县 １．１３ １．０５ １．１０
汉寿县 １．０４ ２．０１ ２．５４
安乡县 １．２８ １．０８ １．０７
临澧县 １．７４ １．３６ １．２６
津市市 ２．０６ １．９９ １．６６

　　数据根据常德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统计年鉴计算

从常德市７个县域的发展情况看，总体上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且极不平衡。除澧县、汉寿县每

年都有增长外，其他县市起伏较大（见表６）。

　　三　常德市发展新型工业化整体方略与路径

（一）常德市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整体方略

以增强常德市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

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从常德市各县域实

际出发，以湖南省“３＋５”城市群建设为契机，遵循
科学发展观，突出县域工业发展特色。整体方略包

括：突出县域特色，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壮大核心企业，培育支柱产业，形成以点带

面的工业发展格局；加大企业技改力度，实现转型

升级；注重人才和技术引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加

快发展高新产业，形成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由于常德市各个区县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矿藏开

采与加工的相互依存关系。发达的农业、丰富的矿

藏资源，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形成了目前以

加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纺织、建材、农产品加工、

林纸等均为典型的传统产业，与当前建设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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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工业企

业能耗较高，污染治理落后。２０１３年，７个县域单
位ＧＤＰ能耗按２０１０年可比价格计算除安乡县为
０．６２２吨标准煤／万元外，其余６个县市都高于全市
０．６４０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桃源县更是高达
１２９１吨标准煤／万元。同时，设备老化、工艺落后
等已经严重的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熊鹰等通过分

析对湖南省８８个县域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
性的综合水平进行分类，临澧县属中等水平上的协

调，澧县、汉寿县、安乡县属低水平上的协调，石门

县、津市市属于高水平上的不太协调，而桃源县属

于中等水平上的不协调［６］。根据吴金明的分析我

们可以得出基本相同结论，目前常德市县域工业发

展正处于从资源依赖、数量型与粗放式增长转向发

挥资源禀赋优势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增长的转型

期［７］，因此，加大资金投入、引进高新技术改造和提

升传统产业，强制淘汰落后的设备和工艺，着力推

进清洁、低耗生产，减少资源材料浪费及工业“三

废”排放和农业的水土污染是常德县域工业发展面

临的重要任务。要坚持开发节约并重的原则，大力

推进节能节水节材，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全面推行

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

经济发展模式。要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狠抓

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淘汰落后产能企

业，严格实行新上项目节能环保评估和审查制度。

抓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对规模工业企业的节

能降耗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月度报表考核制度。同

时，要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开发管理，加

大矿业秩序综合整治力度，做到规范、合理开发，注

重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禁止非法采矿和非法

冶炼。

表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常德市县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情况表（单位：万元）

地域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比上年增长％ ２０１２年 比上年增长％ ２０１３年 比上年增长％

常德市 ９５８０６２ １５２４２４４ ５９．１ １５４５０５３ １．４ １５３８２３６ －０．４

澧　县 ７７１５６ １４６２１４ ８９．５ １５７１１８ ７．５ １８６７９７ １８．９

桃源县 １８１９４１ ２２３３８５ ２２．８ ２３３０３９ ４．３ ２０７１４７ －１１．１

石门县 ８９５５８ ８２７４６ －７．６ １０５１２１ ２７．０ ９７０１６ －７．７

汉寿县 ５３７５１ １０５２２０ ９５．８ １１７７１５ １１．９ １４９６５０ ２７．１

安乡县 １０５７４ ３７７１２ ２５６．６ ３４５１６ －８．５ ２３１７９ －３２．８

临澧县 １８９９１ ４９３９２ １６０．１ ４７３８７ －４．１ ５７１９０ ２０．７

津市市 ７８９１１ １１４７７６ ４５．４ ６９７６９ －３９．２ ８８９８８ ２７．５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常德市统计年鉴

　　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工
作，要出台引进高级人才的激励政策和措施，为企

业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政府

职能部门要从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出发，加强宏观

管理和指导监督，进一步加强企业各类人才的引进

工作。可以采用智力引进、智力借入、业余兼职、临

时聘请、技术合作项目或承担研究课题等灵活多样

的方式。要高度重视全日制硕士以上高级人才的

引进，对引进的人才在编制、工资、职称晋升、科研

经费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要开拓人才引进的思

路，对高级人才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技术引进要以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为重点，避

免出现重硬件、轻软件和重复引进。要重视引进技

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把引进和创新有机结

合起来。要加强技术引进后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

养，注重运用引进的新技术改造企业落后的旧技

术，最终实现外来技术的本土化。

要充分利用国家着力平衡国内生产力布局、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支持发展新能源、循环经

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

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时机，积极引导企业加大技

术创新的投入力度，组织引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联合建立试验室、检验检测中心，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开发或联合开发的技

术创新机制，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在

行业内的话语权。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加强企业自

主创新的有关政策措施，逐步完善科技政策法规体

系，扶持资金重点投向企业研发领域。同时，企业

要充分发挥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

（二）常德市新型工业化的县域路径选择

目前，常德市各个区县市的农产品加工仍以初

级产品生产为主，产业化经营水平偏低，农产品生

产、加工、流通的产业链短，农产品整体竞争力不

强［８］。各个县域要围绕对外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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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产品，不断深度挖掘、横向拓展，做大、做强、做

优，形成别人无法竞争的特色经济优势，将资源禀

赋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９］。澧县应依托现

有骨干企业、产业基础和特色资源，加快盈成油脂、

洞庭春米业、双上绿芽茶叶等品牌的培育，进一步

把企业做大做强。桃源县的湖南黑猪、桃源大种

鸡、桃源大叶茶等地方特产享誉国内外，其中，桃源

野茶王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保护”认证和国家地理

标志性保护产品，因此，要在现有三尖饲料、古洞春

茶叶、陬福大米等品牌的基础上，加强金果果蔬、四

喜养殖、泰香米业、金山粮油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品牌建设。石门县现在已经拥湘佳土鸡、节节

高饮料、石门银峰茶叶三个中国驰名商标，要以此

为基础，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坚持在特色产业文章，

尽快建设以九峰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养殖业、以金湘

源、福慧达等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品牌，不断

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率。汉寿县要在广源麻业、鑫

源纺织、洞庭木业、国珍木业、林之神茶油、锦鳞香

甲鱼、金牛大米和油脂、浏阳河豆类加工等农产品

加工企业选择优势品牌大力培育，尽早形成自己的

知名品牌。安乡县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湖区资源，重

点围绕水产品养殖、饲料、加工开展品牌建设。临

澧县应在现有金健米业的基础上，重点扶持已有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争取通过创立品牌来扩大生产规

模。津市工业基础雄厚，要在打造中意食品、鸿鹰

祥生物、木子食品等品牌上多下功夫。

研究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

升级的关键，是正确选择和大力发展适合于区域现

实条件的主导产业，并建立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协

调各个配套产业、以推进竞争优势显著的区域产业

系统［１０］。

各县域要在常德市已经确定的电子信息、新材

料、生物产业、新能源等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框架

内，结合自身特点和已有基础确定发展的方向。各

个县域在突出抓好工业园区这个载体建设的同时，

重点加强符合自身条件的核心企业建设，大力培育

支柱产业。要以优势产业支撑产业集群，以中小企

业壮大产业集群。从具体的资源禀赋、市场空间和

产业基础考虑，推进产业集聚，扩大产业规模，把发

展产业集群与培育特色产业基地结合起来［１１］。汉

寿县着力抓好太子庙生物医药园、蒋家咀棉麻纺织

工业园、城关镇杨木及食品加工工业园的建设，培

育棉麻纺织、食品加工、黑杨加工、生物医药、汽车

制造及新材料、精细化工六大县域支柱产业。安乡

工业发展应以机械、化工、纺织、生物加工产业为

主，因而安乡工业园区应根据经济发展特点和企业

需求，要重点抓好以凯斯机械、晋煤金牛、锦豪纺

织、丰康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化工业、

纺织业、生物加工业等４个产业的发展。临澧县工
业园区应形成以化纤纺织、新型建材、食品医药、烟

花鞭炮、机电化工等为主的五大产业集群。津市市

经济开发区在打造汽配、盐化工、纺织、造纸、食品

等五大产业格局的基础上，要大力引进产值过亿元

的重大项目，进一步增强支柱产业的带动作用。澧

县应重点发展嘉业达电子、天圣药业、寰球电子等

企业，汉寿县应重点发展中联重科、徕木电子、康普

制药等企业，安乡县重点要放在丰康生物、柏力集

团等企业的发展上，临澧县要继续做强中泰化纤的

同时重视欧亚碳纤维公司的发展，津市市重点应放

在赛康德生物、阿斯达生物制药等企业。澧县、临

澧县、汉寿县、安乡县还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作物

秸秆资源发展生物质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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