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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湖南发展思路探究*1 

朱 翔 

(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湖南省发展的核心地区, 应利用“两型社会”建设的机会带动湖南省的发展。湖

南省的发展思路要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带动下,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拓展生产力布局框架、借助对外

开放促进对内搞活、优化调整行政区划。要改进湖南产业结构, 调整空间布局, 优化成长机制, 走又好又快的发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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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湖南省发展的核心地区, 应利用“两型社会”建设的机会带动湖南省的发展。湖南省发展要以长株潭“两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建设为契机, 坚持改进湖南省产业结构, 调整空间布局, 优化成长机制, 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

和谐湖南。 

一 带动湖南发展的新机遇: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迅猛发展, 所消耗的资源能源越来越多, 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为此, 要走资源节

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之路, 坚持又好又快地发展, 改变以往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 2007年全省人口6806万, 地区生产总值9200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14492元, 财政收入607亿元, 城

镇化率40.5%, 三次产业结构为17.7:42.6:39.8。湖南生产总值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排第12位, 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

水平都要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 。总体来看, 湖南既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 又面对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2007年12月, 国

家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

基地。“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就是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因此, 湖南要利用“两型社

会”建设的历史机会,变革发展方式, 改进产业结构, 调整空间布局, 优化成长机制, 走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二 构筑湖南发展的核心———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 

 (一)长株潭城市群成为湖南发展核心的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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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位于湘中偏东, 呈三足鼎立之势,彼此相距20 ～ 30公里, 其间有铁路、公路和湘江相连, 构成了湖

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金三角”。长株潭城市群包括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8个县、11个市辖区、181个建制镇和105个乡, 2007 

年3 市市区人口402.44 万, 3 市市区面积1305.43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307.13平方公里。这里交通运输便利, 可谓我国南方

的中枢地域, 株洲是国家重要的铁路枢纽, 长沙黄花机场是我国南方重要的航空港。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 长沙新港已建立起国家级保税区。三市集中了全省半数以上的大学、研究所、高科

技产业和高级科技人才, 是湖南省社会、经济和文化重心所在。[ 2] 

(二)将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打造成为湖南发展核心 

2007年12月, 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 

主题是“两型社会”, 功能定位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改革试点, 改革目标是对现有的体制、政策进行改革试验, 优

先探索, 走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城市群发展道路。 

设立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是国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 担负着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 在全国率先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的新使命。作为“两型社会”试验区, 长株潭的主要任务包括:

探索实现由以传统制造业为重点向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龙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升级的

新路子；探索实现由粗放型扩张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路子；探索实现由单体城市化向注重城市之间的协调分工、形成功

能分区、经济一体化的城市群的新路子；探索实现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实现由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 试验区的建立, 为湖南加速崛起创造了空前机遇, 也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对

于富民强省战略的顺利实施,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首先, 将长株潭的发展由湖南省的层面一举提高到国家的层面, 不仅可以促

进城市群的科学发展, 而且具有全国典型示范意义。其次, 有利于树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道德伦理, 创建可持续发展

社会思想体系、环境友好型道德情感体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伦理价值体系, 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社

区、绿色家居、绿色教育和绿色情感, 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有利于培育环境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再次, 有利于优化调整

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 摈弃掠夺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进而构建“两型社会”产业体系。此

外, 有利于搞好环境友好型城乡建设, 改善区域和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整治工业“三废”污染和农村水源污染。最后, 有利

于培育综合实力雄厚的城市群。借助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创建高水平的成长平台, 确定高层次的发展目标, 有利于扩

大开发和招商引资, 有利于组建高效益的产业集群, 也有利于体制创新和产业创新。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湖南省乃至我国南方重要的增长极,肩负着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轴心和枢纽作用。长株潭城市群可发展

到1350万人, 其中长沙市区500万人, 株洲和湘潭两市市区500万人, 核心区外围地带10 个中心城镇的人口合计350万人。作为

“两型社会”示范区, 长株潭城市群需要抓紧整治湘江, 采取一系列得力举措, 使其水质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再者, 切实保护

好三市中心城区之间的生态绿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应当以昭山风景区为核心, 努力保护好800平方公里的生态景观绿地, 在

此基础上构建生态型绿心式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定位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 湖南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引导区, 中部经济发展的核

心增长极, 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的生态型城市群。试验区的特色是“两型”, 核心任务是“两新”, 载体是城市群,根本措施

是综合配套改革, 着重点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总体要求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长株潭的“两型”特色, 主要体现在改善结

构、优化布局、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等方面。长株潭城市群应突出环境友好的特征, 节水节地节能节材,抓紧整治环境污染, 在

全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长株潭试验区成败的关键在于观念转换和体制创新。[ 3] 

三 强调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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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战略 

综观国内外发展过程, 中心城市对于区域经济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 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来说尤为如此。鉴于发展

背景的显著变化, 湖南省要改变以往的经济区推进战略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战略, 核心区拉动边缘区的发展, 边缘区促进核心

区的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必须整体提升, 由中低水平的点轴式开发向中高水平的网络式开发逐步演变, 在湖南省的范

畴内构建高水平的城镇等级体系、城镇职能体系和城镇空间体系。[ 4] 

大力推及新型城市化, 是加速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一段时期, 湖南省要以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为轴

心, 以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五个中心城市为枢纽, 以郴州、永州、邵阳、怀化、吉首、张家界为依托, 构建3 +5+6

的同心圆三圈层空间开发格局, 但并不排除外围圈层中心城市的超前发展, 尤其是影响全局的重大项目建设。为了延伸长株潭

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功能, 辐射带动全省为数众多的小城镇,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 湖南必须抓紧培育强有力的中

心城市, 总体规模宜大一些。 

(二)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 

益阳作为南洞庭湖中心城市和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新型产业与服务配套基地, 整体规模可达到100 万人。考虑到桃江核

电工程和旅游开发, 可将桃江撤县设区；并将沅江市沅益高等级公路两厢纳入市区经济一体化规划建设范畴。今后益阳的规划

建设要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充分利用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大规模建设的契机, 抓紧建设联系益阳

与长沙的城际铁路。 

常德作为湘西北中心城市, 整体规模可达到100万人,应突出新型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培育特大型骨干企业。一

方面, 常德作为开发大湘西的桥头堡, 辐射拉动张家界、自治州的发展；另一方面, 常德应加强与湖北省的经济贸易联系。 

娄底应作为湘中地区的中心城市, 切实加强其辐射带动功能, 而不仅仅是传统的重化工业基地。加强娄底、涟源、冷水江

三市一体化的建设, 构建高效益的湘中产业经济带。今后应注重优化产业结构, 严格控制重化工业规模, 尤其是娄星城区和冷

水江城区的重工业规模, 下决心改变现有的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高科技太少的被动格局。 

邵阳人口众多, 农业产值比重偏高而工业产值比重偏低。作为湘西南中心城市, 整体规模可达到100 万人。除现有的大祥、

双清、北塔三区外, 还可把新邵酿溪、邵东的两市、廉桥、牛马司一带纳入中心城区一体化建设范畴。邵阳的主要问题是缺少

强有力的大型工业企业, 城市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因此, 扩大对外开放, 大举招商引资,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湘西主要的中心城市, 怀化中心城区鹤城区规模明显偏小, 难以肩负辐射带动大湘西的重任。可考虑将芷江、中方、

洪江市和洪江区纳入怀化中心城区的规划建设范畴,并进行新的功能分区。城市远景规模可达到100万人以上。今后怀化的发展, 

要建立在以铁路枢纽为主要载体的大进大出的基础之上, 扩大与广西、贵州、重庆、湖北的经济贸易联系, 多发展一些现代工

业。 

作为湘中南中心城市, 衡阳远景规模可达到150万人,应集中力量建设好经济效益较好、容纳劳动力较多的加工制造基地, 

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衡山县、衡东县、南岳区可联合组建衡山市(仍属于衡阳市)。 

郴州作为湖南的南大门, 应尽快提升为沟通湖南与广东的核心枢纽, 积极承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 自身加速发展

资源深加工和先进制造业。城市规模可达到100万人以上, 资兴市可考虑撤市建区, 桂阳县的一部分可纳入郴资桂一体化建设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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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作为湘西南大门, 随着洛湛铁路和二广高速的修建, 其经济区位和总体地位将会日益突出。关键在于加速新型工业化

和新型城市化进程, 把先进制造业和中心城区做大做强, 努力扩大与广西北部湾和广东湛江的交通商贸联系,积极推行“借船出

海”战略。永州一带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可大力开发历史文化旅游和生态观光旅游。[ 5] 

四 拓展湖南空间开发系统 

(一)点轴式发展阶段 

目前湖南省应推行非均衡点轴发展战略, 集中力量优先发展投入产出效益理想的地区和部门, 在短时期内谋求尽可能多的

开发收益, 在滚动开发相关的地区和部门。空间开发战略可表述为: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采取网络发展战略,湘东和湘中采取

点轴发展战略, 湘西采取增长极发展战略,但全省总体上采取点轴发展战略。 

到2020年之前, 湖南空间开发轴线可表述为:(1)重点轴线一条:京广铁路沿线地带, 与此大致平行的有京珠高速及其复线、

107 国道、武广快速铁路。该轴线以长株潭为核心, 以岳阳为门户, 以衡阳为砥柱, 以郴州为南大门。(2)次重点轴线三条, 分

别是湘黔铁路沿线地带、枝柳铁路沿线地带和洛湛铁路沿线地带。与湘黔铁路基本平行的有上瑞高速和320国道, 与枝柳铁路基

本平行的有206国道以及相关的高速公路, 与洛湛铁路大致平行的有207 国道和二广高速。(3)拟建设的开发轴线两条, 呈东西

向横贯湘北和湘南。北部一条连接临湘——— 岳阳——— 华容——— 南县——— 津市——— 澧县——— 石门——— 桑植

———永顺和龙山, 西接湖北省来凤、咸丰乃至重庆市, 横穿洞庭湖区；南部一条连接资兴——— 郴州——— 桂阳——— 临

武———道县, 横穿南岭山区。 

浙赣— 湘黔铁路与京广铁路、枝柳铁路分别交汇于株洲和怀化, 洛湛铁路与湘黔铁路交汇于娄底, 石长铁路与京广铁路汇

合于长沙。京广铁路与长江汇合于岳阳。这五个城市作为湖南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基地。湖南省次重点交通物流基

地包括郴州、永州、衡阳、常德、益阳、石门、邵阳和醴陵。[ 3] 

(二)网络式发展阶段 

到2020年以后, 湖南省将形成三纵三横的田字形开发格局, 由目前的点轴式开发上升到网络式开发。这样的空间开发系统

并非封闭而是开放的, 内部具有高密度的流通传导, 与外界保持高效率的经济商务联系。 

“十二五”期间, 湖南应集中力量建设好上昆快速铁路、衡茶吉(衡阳— 井冈山段)、湘桂复线(衡阳— 柳州段)、杭长昆

客运专线(杭州— 长沙— 昆明)、黔张常(黔江— 张家界—常德)、怀邵衡(怀化— 邵阳— 衡阳)、荆岳(荆州— 岳阳)、渝怀

复线(重庆— 怀化)、石长复线(石门— 长沙)及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等重点铁路。同时, 湖南还要抓紧建设厦蓉、永蓝、安邵、

随岳, 道贺、吉怀等高速公路, 形成“五纵七横”的高速路网格局, 高速公路总长度达5500公里。 

五 两型社会建设下的区域发展新思维 

(一)开辟新的出海通道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内陆省、内陆国家同样能够建设发达的现代经济。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如德国鲁

尔区和中欧山国瑞士。湖南省不临海, 但却能够充分利用相邻省区的港口, 借助于现代化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运输, 沟通湖南与

国际市场的联系。因此, 抓紧拓展湖南的出海口, 扩大出口和对外交流, 努力提高湖南的开放度, 实属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鉴于广州黄埔港和深圳盐田港运力长期过饱和, 湖南必须开辟新的出海通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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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防城港是西南出海大通道的主门户, 更是我国加强与东盟国家自由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 所在的北部湾沿岸为国家重

点建设的区域。湛江港位于雷州半岛, 以天然深水良港而称著, 是我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大洋洲航程最短的港口, 

也是我国南方出海的主通道。宁波港位于浙江东部,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是举世闻名的深水良港。湖南推行“借船出海”战略, 

可通过湘黔— 浙赣铁路以及上瑞高速扩大与宁波港的联系, 通过湘桂铁路和洛湛铁路以及相关公路干线扩大与防城港和湛江

港的联系。 

岳阳市位于湘东北, 北临长江, 南扼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 城区东侧有京广铁路、107 国道、京珠高速通过。岳

阳位于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两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间, 南距长沙市区仅一个半小时车程, 经济区位非常优越。城陵

矶港是湖南唯一的长江商港和深水良港, 经济腹地广阔, 潜在优势突出。为了配合岳阳石化扩建工程, 北距城陵矶港区不远的

松杨湖港区正在规划建设, 将与城陵矶港区一道共同作为湖南省通江达海的现代化长江商港。 

岳阳作为长株潭城市群和整个湖南的首位门户城市, 城陵矶港口群作为湖南省对外开放的最大口岸, 城市整体规模可达到

120万人。岳阳市与长株潭城市群可共同构建双星型城市群, 前者为门户, 后者为核心。岳阳市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依托, 发展

大进大出型加工制造业、大火电、大石化、大造纸等。 

(二)实现行政区划体制创新 

湖南现行行政区划沿袭多年, 开始实施时无疑是适宜的, 也经受了长时期的考验。但问题在于, 这些年来湖南省整体形势

发生了很大变化, 行政区划自然也要与时俱进。现行行政区划不改革, 就会越来越深刻地制约本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国家深化改革、体制创新的背景下, 湖南省行政区划改革应当遵循以下思路:一是强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

市规模大的, 综合实力强的, 可多带动一些区域。需要突出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地位, 实施中心城区与边缘组团共同繁荣的发

展战略。二是强调交通运输干线的引导辐射作用。这些年来湖南修建了大量高速公路和铁路, 各地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发生

了很大变化, 行政区划也要作出相应调整。三是注重自然地理单元的相对独立性。配合国家、湖南省主体功能区的划分, 以及

流域综合治理, 并考虑到今后生态补偿政策的顺利实施, 行政区划调整要与自然地理单元充分衔接。[ 7]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湖南省可形成长株潭、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四大发展板块。长株潭板块作为湖南省乃至中部地区

的发展轴心, 也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洞庭湖板块包括湖南省洞庭湖区, 岳阳、益阳、常德三个中心城市呈三足鼎

立之势, 岳阳更作为开放门户。大湘西板块以怀化为核心, 把中心城市做大做强, 积极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 同时还要切实保

护好自身的生态环境。大湘南板块主要面向华南搞好开放开发, 衡阳、郴州、永州三个中心城市呈三足鼎立之势, 衡阳更是作

为湘中南的发展轴心。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给湖南发展带来了的新机遇, 因此, 湖南要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带动下, 形成构筑湖南发展的核

心———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 强调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其他中心城市发展, 拓展湖南空间开发系

统, 开辟新的出海通道, 实现行政区划体制创新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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