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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李俊葵 文彦 蒲火元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湖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本文运用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指数及地区离差系数对湖

南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体水平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分析, 并为湖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提出相关的对策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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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经济快速发展, 1998 年到2007 年湖南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 %, 2007 年, 全省人口

6805 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9145 亿元, 人均13439 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湖南区域差异也在不断扩大, 这已影响到湖南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指数及地区离差系数对湖南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体水平

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分析, 并为湖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和思路。 

一、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 

1.2007 年全省各地区差异分析——— 区域差距显著。 

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 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以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 GDP 总量以及人均值为参照,2007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发展水平如下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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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8 年湖南统计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出, 湘东长沙市的人均GDP 为湘西自治州人均GDP 的4.75 倍。2007 年, 长株潭三市总面积为28106 平方公

里, 人口1289 .5 万, GDP 总量为3411 亿元, 占全省GDP 的37.31 %, 而同期大湘西三市(州)的总面积为52578 平方公里,人口

926 .83 万, GDP 总量为737 亿元, 占全省GDP 的8 .06%。湘东地区人均GDP 和GDP 总量相对于湘西地区均有明显优势。 

2.动态分析——— 区域差距在扩大。 

为既能反映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又能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取经济实力综合评价指标来测度。其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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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的数据可得出表 2: 

 

由表2 知1998— 2007 年期间湘东地区除湘潭市外经济实力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而湘西地区除张家界市外, 区域经

济实力指数都有减少的态势。湘东京广沿线经济带与大湘西经济区之间的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 

3.区域经济总量——— 区域间差距在扩大。 

为进一步反映区域发展的平衡状况, 选择地区离差系数对湖南经济区域间差异进行分析, 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判

指标进行计算:D=Σ ∣ Xi -X ∣/ nX, , 式中 D 为离差系数,Xi 为各市人均 GDP, X 为全省人均 GDP, n 为地区数。计算结果

如表 3: 

 

从表3 中可以看出, 1998 年以来D 值呈现出线性递增,由1998 年的0 .28 上升到2007 年的0 .36 , 说明区域差异在扩大。 

二、湖南省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 

1.政策差异带来的差距。 

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 罗丹认为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施的是“ 非均衡发展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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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 14 个市(州)的投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4), 这种政策差异直接导致湘东地区飞速发展与湘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2.工业化进程差别带来的差距。 

张培刚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进入到现代化大生产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处于高一层次

的阶段其经济水平就较高, 反之亦然。用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反映各地区工业化程度(见表 5)。 

 

可以发现, 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长株潭三市工业化程度最高, 全省经济发展最慢的邵阳市和永州市的工业化程度最低。 

3.人力资本禀赋差异带来的差距。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 阿罗一罗默”增长模式和“ 乌扎华一卢卡斯” 增长模式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大湘

西三市每万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数不足长株潭地区的2/ 3, 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不足长株潭地区的1/5 。2007 

年全省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 .29 万人, 其中长株潭三市7 .01万人, 占全省的57 .0%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50040 人, 其中长株潭三市28910 人, 占全省的57 .8%, 大大增强了湘东经济带科研技术水平, 而大湘西地区由于收入低和生

活条件差使人力资本输入异常困难, 更导致了人才外流。 

4. 经济结构不同带来的差距。 

总的来说湘西经济结构调整滞后于湘东地区, 造成其自我发展能力下降。从所有制结构看, 长株潭三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

之比为27 :100 , 湘西三市为52 :100 ；湘西及湘中部分市的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湘东地区；从产业结

构看, 湘西三市从1998 年100:84:70 演变为2007 年73:100 :150 , 同期湘东长株潭三市分别为58 :90 :84 和23 :100 :104。

湘西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大, 湘东地区第二、三产业比重大；从高科技企业来看, 全省50 .3%的高新技术企业、65.2 %的高新企

业产值、88 %的电子工业产值都分布在长株潭三市。 

三、缩小地区差距,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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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高效互动发展。 

湘东、湘中与湘西地区分别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中期和初期到中期阶段, 产业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湘东地区应积极融

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 抓住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和国际资本、沿海产业内移的机遇,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化工、冶金和现

代物流业, 积极发展电子、纺织、医药、新材料、农产品出口加工、旅游等产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积极推进产业向湘中、

西部转移。湘中、湘西各地区要依托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 重点发展以特色农业、林产业和加工业, 搞好资源深度加工开发, 

加快现有工业的改造升级, 逐步实现与湘东地区产业由“ 垂直分工” 向“ 水平分工” 的转化。 

2.整合区域政策, 优化区域互动发展的政策软环境。 

政策的非均衡限制了湘东与湘中、湘西的联动发展, 制约了新的水平式区域分工形成。应制定推进湘东与湘中、湘西的空

间、产业和企业整合的鼓励政策, 鼓励东部各开发主体到中、西部地区创业。省政府针对在中、西部创业的开发者应制定相应

的激励机制。建立规范的区际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把地区倾斜政策与产业倾斜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

转变, 提高管理干部素质, 形成“ 协同” 意识和“ 双赢” 理念, 优化区域共同发展的政策软环境, 逐步形成区域联动发展

的人文环境、投资环境、创业环境。 

3.以新型工业化为契机, 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力度发展一批中心城镇, 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 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要多渠道、

多方式筹集资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另外, 农业在湖南各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力推进农业

产业化是繁荣农村经济, 促进农民收入提高的必由之路。要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 不断完善农村流通服务体系, 提高

产品附加值。扶持和发展一批农业龙头骨干企业, 建立和发展农业示范区,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4.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提高湘中西部劳动力素质。 

英国的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强调技术是与知识的投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相结合的。日

本70 年代的崛起和美国90 年代的新经济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教育是提高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湘中、湘西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

不高, 难以适应其它产业的需要；因此, 要加大对“ 基础设施的基础” ——— 教育的投入, 提高劳动者的整体受教育水平, 政

府应该在教育投资上实行政策倾斜, 加快改善教育条件, 缩小与湘东地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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