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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丹河谷组群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李端阳｜邹丰朗

河口、丹江口的支柱产业，而老河口、谷

城的循环经济产业也有重叠。因此，实施

丹河谷组群发展，就必须对三地的经济、

产业实行统筹规划，实施错位发展、集群

发展，以实现结构优化、产业互补、提档

升级、壮大规模的目的，提升在更大区域

范围的外向性竞争力。比如，对三地汽

车配件产业进行整合优化，形成互补性

强的完整的产业集群；对三县市的农产

品加工业整合优化，提升外向性竞争力。

在丹河谷组群发展中，财政政策、

财政资金的支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城

市组群不像单一的行政区那样单纯，其

建设发展所涉及的工作极为纷繁复杂，

需要财政部门打破思维定势，以“组群

式视野”、“组群式思路”以及“组群式举

措”来谋划、推动财政工作，全力服务

丹河谷组群发展这一大战略。   

一是统筹资金投入，创新投入机制。

要建立以财政为基础、政府融资平台为

主渠道、土地增值收益为补充，以民间

投资和综合金融服务为支撑，以引导产

业资本投入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为创新的投融资服务体

系。加大政府对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

入力度，采取市场化形式，积极探索建立

城镇化专项投资基金、城市综合体打包

融资的新模式。金融机构要为组群发展

提供信贷支持。合理制定污水处理、垃

圾处理收费价格，积极推行市政设施有

偿使用制度。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以BT、

BOT、TOT、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城镇化

等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构建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信贷

服务体系，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和小

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

二是制定统一的组群区财政政策。

在保证各地切实获得本地区经济发展利

益的基础上，收入增量部分集中用于支

持组群区的发展。研究制定支持国土空

间错位开发的财税政策，建议以各地招

商引资政策模式为蓝本，结合错位开发

的新情况、新特点予以创新完善，形成

统一的政策模式。建立健康高效的财税

政策协调机制，避免因地区利益影响企

业和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是加大财政资金的重点支持力

度，探索新的支持形式。增加城市建设

资金预算安排。建议省财政加大对组群

区内的高速公路、桥梁、航空、信息四大

通道建设和工业园、工业集中地区的水

电气的投入，改善组群区内的企业发展

硬环境。支持重点产业跨县市布局。争

取省政府对丹河谷组群中的支柱产业，

如汽车零部件、循环经济、农产品加工

等产业实施优化整合及产业结构调整的

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新创办的私营和个

体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增劳动力达

一定数量的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减

免或政策性补贴。加强和改进对组群区

的财政补贴。继续执行对外来人才的优

惠政策，支持对产业工人的培训。增加

科研与开发补贴，对企业进行直接科研

资助，或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签

订合同而给予资助。加大项目的财政支

持力度。建立项目建设前期基金、工业

企业发展基金、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基金，

并列入当年预算。对外来投资，在财政

贴息、前期费用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五中  

湖北省老河口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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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丹江口、老河口、谷城三县

市共享汉江，一衣带水，城区布局紧密，

但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制约，现有格局严

重制约了三地的发展。笔者认为，应从

国土空间、基础设施、资源和经济四个

方面的整合入手，统筹资金投入，创新

财税政策，以“组群式思路”推进丹河谷

组群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一，对国土空间实施统筹规划、

整合利用。打破三县市行政区划限制

后，可以对国土空间进行整合优化，利

用各自的区位优势，实施错位开发。老

河口和谷城同时形成“一江两岸”的城

市格局后，与已经是“一江两岸”的丹江

口城区便形成了对接，使城市在空间、

布局、功能、环境、品级及影响力等方

面得到质的跃进。

第二，将三地基础设施的整合作为

重点。根据三大城区分布特点，起步阶

段可将交通基础设施的整合作为突破

口，以尽快形成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在

现有道路基础上，沿汉江两岸夹江修

建、完善两条南北向高速城际干道，联

结丹、河、谷三大城。

第三，对三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

高效整合。丹江口的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但还远未发挥应有的效益，可沿汉江向

南拓展，将谷城和老河口的景点整合进

去，做成大旅游、大景区，形成集群效

应。积极推动汉江水资源的统筹利用、

统一保护，消除地区间矛盾，促进三地

和谐共融，实现汉江生态环境的一体化。

第四，对三地经济实施整合优化。

丹、河、谷三县市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

十分相近，汽车零部件、农产品加工同

为三地的支柱产业，纺织服装则同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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