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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体系构建思路 

伍娇萍 

（南华大学，湖南衡阳 421000） 

【摘 要】 本文在分析长株潭经济情况及一体化前景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新思路，即长

株潭一体化进程应该是把经济一体化放在首位，在有规划前提下行政调控应该让位于经济自觉，不能以硬性的行政

规划来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 从而促进三市经济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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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12 月，长株潭城市群以“两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概念，一跃成为国家层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湖南省积极探

索改革的新路子，把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目标锁定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产业高效聚集区和现代化、生态化、功能互补、

在全国较具影响和竞争力的现代网状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多年来，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构建思路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较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协作区”和“经济核心城”两

种思路，然而这两种思路都是认为行政主体一体化体系建设应放在首位，而经济一体化建设应建立在行政体制一体化基础之上。

在分析这些思路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两者均不符合现实状况，从而提出这样一种思路：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应该是把经济一体化

放在首位，在有规划前提下行政调控应该让位于经济自觉，不能以硬性的行政规划来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长株潭经济概况及一体化前景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腹地，地处我国东西南北的结合部， 是长江流域经济带和京广铁路经济带的交汇点，

区位、交通优势均十分明显。从经济方面来讲，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2005～2007 年长株潭地区生产

总值分别占湖南省GDP 比重的37.27%、37.61%、37.86%， 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科教角度上讲，该地两院院士达46 人，有10 个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汇集了丰富的科教和智力资源。同时，长株潭也是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

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拥有世界500 强投资企业89 家，有强大的科研能力、资金投入能力和市场占有率，这为湖南省

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但在看到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①经济总量不大。长株潭三市GDP 总量仅相当于上海和广州的26.8%和52.5%。 

②产业关联度不高。长株潭是湖南省重要的产业密集区和工业基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市工业产业布局近似，相互之

间没有形成有机合理的产业分工。 

③高新技术产业偏小。长株潭三市聚集了全省90%以上的科研人员和80%以上的科研成果，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省的3/4，

科技优势十分明显。但三市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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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这些不足， 把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一体化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三市一体化将给我们带来极为诱人

的前景。 

①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改善和加强三市在基础设施，劳务等方面的合作。铁路，公路，水路均开设城际客货运班次，三市相

互提供劳力服务。一体化将进一步改善和加强这些联系。 

②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多样化产业结构将大幅提高长株潭城市群在全国经济区网络中的地位。 

③经济一体化将加强三地的分工协作关系，促进各自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区域竞争力，以长株潭区域的优势带动作用，促进湖南省区域经济跨越式增长。

事实上，实现长株潭一体化建设，该区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如国家政策的支持，自身发展的需求。 

二、构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体系不同思路的分析 

①形成长株潭经济协作区，这种思路是在保持长沙、株洲、湘潭三座城市的独立行政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规划

实现三市的“五同”———交通同管，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保同治。为此，这种思路要求设立一个行政管理组

织，该组织由省政府牵头，超脱于三市之上，能动用经济和行政手段来协调三市的行动。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

茂松把它称为“改良型的经济联合模式”。 

②长沙、株洲、湘潭重新组合为一座特大型的核心城市，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原三座城市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这种思路存

在极大的挑战性，因为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制度决定了任何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只有消除行政

分割，才能彻底打破壁垒。 

此外，还有人提出将两种思路进行结合，在时间顺序上先采取经济协作区的模式，再逐步发展成为经济核心城的方法。 

在这几条路面前， 长株潭一体化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如何消除其久已存在的行政壁垒，这些问题尚无法得到答案。但随着

改革的步步推进，其一体化的方向应该是越来越清晰。 

三、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体系的新思路 

针对以上三种关于构建长株潭一体化体系的思路，共同点就是认为行政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是优先于经济一体化

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论问题就是三市的行政主体地位是否要保持独立，保持独立该如何？不保持独立又该如何？或者先在独

立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然后再组成一个统一的行政主体。 

对这个问题现在做出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因为在现在体制下每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区域利益，行政区划对区域合作的影响

是不可避免的。以行政规划本身的推动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成为更大一点的行政区经济形态，还需进一步观察。长株

潭一体化的设想，早在几十年前就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那么，为何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大多在“纸上谈兵”呢？这是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破除一些旧思想、旧观念，必须解放思想，开创新的思路。 

笔者认为，对于长株潭试验区，首先，应树立“科学发展是硬道理”思想，以建设“两型社会”为中心；其次，在有规划

的前提下大力、快速推进长株潭基础设施，产业等一体化建设，把经济一体化建设放在首位；只有三市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了，

市场发育成熟，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可以实行市联制，三市自愿、自发形成一个组织，上级政府主导变为三市主动，从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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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自觉推动行政自觉。总的来说，就是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应该是把经济一体化放在首位， 在有规划前提下行政调控应该让

位于经济自觉，不能以硬性的行政规划来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 

与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 把经济搞上去就行的做法不一样，“两型社会”目标指向性是十分明确，就是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其中尤其强调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因此，我们在以“两型社会”为中心的前提下，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 

①区域布局：划分主体功能区。今后长株潭城市群将进一步划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

区，有针对性地发展，把资源最大限度利用。 

②基础设施：推进“新五同”。大力推进长株潭交通同网、能源同体、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简称“新五同”。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采取适度超前、合理布局、共建共享的原则。 

③产业发展：新型工业化之路。十一五期间，长株潭城市群应统筹支柱产业发展，建立优势地区牵头、跨市分工协作的机

制。 

④城乡建设：城区相向发展。长株潭三地应加快城区相向发展，在城市功能上，长株潭三市应完善市政公共设施并推进全

面对接，发展新型社区，营造人居环境。 

⑤市场体系：交易同城化。长株潭三市应以推动三市要素和商品的无障碍流动为目标，通过加强设施和制度两大建设，实

现三市交易同城化。 

⑥社会发展：教育与社保建设。长株潭三市应以充分利用资源为目标，着力推进三市科教资源共享，加大各类科技和教育

的投入，建立一体化社保机制，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一体化。 

与传统的城市建设所采取的策略不同，长株潭在上述建设方案的时候应避免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手段的依赖，而应更加侧重

市场主体和市场要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市场的牵引下为行政命令的发布营造一个水到渠成的良好氛围。 

当前在长株潭之上，现在有一个机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但它是省政府性质的。以后在长株潭

一体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催生政府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协调组织的时候，可以实行市联制，三市自愿、自发形成一个

组织。上级政府主导变为三市主动，市联组织形成。各成员都是独立的具有“主权”性质的市，仍保留各自的对内、对外的“主

权”，只是根据协议将某些权力让与并委托给市联机构。当然，当长株潭一体化成熟时，长沙，株洲，湘潭重新组合为一座特

大型的核心城市也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不是以行政命令来实现的，而是经济自觉下的行政自觉。 

面对这样一个伟大时代，面对这样一次良好的机遇，我们有理由期待，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定会加快三市经济融合的步伐，

实现湖南经济真正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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