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利用产业集群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 

——以湖南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为例 

夏华丽，李妮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128) 

【摘 要】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有着形成产业集群的优势,但由于长株潭一体化过程中的集群战略提出

得较晚,一体化的过程相对滞后，在分析长株潭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SWOT 模型对长株潭区域内产业集

群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促进长株潭产业集群发展要培植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的“龙头企业”；确定好长株潭优势主导

产业；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延长产业链,形成有完整相关配套企业的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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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横向比较来看，总的经济规模却排在靠后的位置，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落后，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湖南缺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产业集群带。而现在，以长沙为中心，将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以下称长株潭）

作为带动湖南区域经济崛起的产业集群已经建立，进一步突出长株潭作为一个城市群的作用。因此，把长株潭做成一个产业集

群，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为带动湖南经济快速、健康的增长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将基于SWOT 模型对长株潭产业集

群进行研究，以期利用产业集群优势提升长株潭区域竞争力。 

一、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现状 

（一）长株潭三市的土地面积、人口、经济以及地域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 万平方公里，2006 年人口就已经达到1300 万。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长株潭城市群面积占全省的总面积的1/7，人口比例为1/5，却一直创造着全省1/3 以上的经济总量。从地

理区位看，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 公里，结构紧凑。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京广经济带、

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接合部，能直接接受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双重辐射。区内京广、浙赣、湘黔、湘桂等铁路干线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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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交汇。京珠、上瑞高速及106、107、319、320 四条国道贯通，水运内联湘、资、沅、澧四条大河，经洞庭湖外接长江，可谓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069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54.7％，具备较强的环境承载能力。 

（二）长株潭城市群具有构建产业群的人才和科教资源 

长株潭城市群聚集了湖南省90％的科技人员、80％的科技成果、65％的大中型企业、90％以上产值过亿元的高技术产业。

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59 所高校，90 多万名专业技术人员，有6 名院士,20 个博士后流动站,91 个博士点,6 个国家

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6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逐步形成了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转化体系。同时还有

一个国家级技术开发区，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和一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在这些高新区

内拥有高新技术企业615 家。在这些开发区内建有不同功能和产业特点的工业园区，为生命科学、机械制造、光电一体化等以

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技术条件，为三市实现产业链接提供了优良的技术基础。 

（三）长株潭城市群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市场与环境 

湖南省是一个自然资源的大省，三市丰富的初级产品、质优价廉的劳动力、充分的生产要素资源都可以满足城市群产业集

群发展的需要。长株潭三市有一批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品牌，例如宾佳乐乳业、金茶集团、北汽福田、千金药业、九芝堂药号、

三一重工等等，这些知名企业和品牌是推动城市企业集团化，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重要力量。长株潭作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中心，

交通便捷、商品流通快畅、资金融通能力强，在促进资源要素整合、组织商品、资金、信息、技术方面都具有市场优势，核心

区即将成为湖南省乃至我国中南地区具有强大搏动。 

二、长株潭区域内产业集群发展的SWOT 模型分析 

（一）长株潭区域内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S） 

在中部地区有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相比较来说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主要四个方面。第一，长株潭城

市群是多中心的网络城市。长株潭城市群、“3+5”是多中心的网络城市，从城市效益、空间结构、自然环境、科学发展角度来

看，应该比当中心的城市更能发挥它的优势。第二，长株潭三个城市都是老工业基地，国家发改委认为其重化工业的基础是比

较好的，中部地区一直没有这样的城市群。第三，长株潭三个城市的基础比较好，交通比较便利，具有相对有利的地理优势，

能够解决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问题，能够大规模的集聚产业、集聚要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另外长株潭支柱

型产业已经显示较强的活力。例如，在湖南电子信息产业中领头企业有长沙乐金飞利浦曙光电子公司、中科软件集团公司等，

机械制造业方面领军的企业有中联重工科技公司、三一重工集团等，冶金、机电、化工、陶瓷、烟花产业，领军的企业有海利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湘潭电机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南天实业胶纺有限公司等，为长株潭产业集群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与条件。 

（二）长株潭区域内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W） 

第一，产业集群程度不高,形势不乐观。长株潭三市作为一个整体, 拥有全省50%左右的科教实力和2/3 左右的专业技术人

才, 其拥有的人力资源与珠江三角洲差距不大。但有统计资料显示,2007 年长株潭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

的16%左右, 发展速度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60%左右,差距十分明显。第二，产业集群规模小,规模经济效益不能得以发挥。长

株潭地区产业集群最显著的长沙经济开发区至2007 年底,区内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只有14 家企业, 机械制造业也只有22家企

业，两者的总产值才71.59 亿元，可见集群规模很小。第三，长株潭三市产业特色不鲜明，重复建设严重，主要表现为:引进的

项目重复性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加工等产业同为长沙和株洲各大园区的支柱产业。长株潭三地的产业规模本来

就不大，这样过于分散重复布局，使得各市的产业集群规模更小，竞争力不强。第四，产业链条太短，配套企业不齐全，严重

制约集群效益的发挥。如本地无法提供高质量的钢材，中联必须从国外进口高档钢材生产工程机械；而湘钢开发生产的冷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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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没有一家企业能对其进行深加工，势必加大了流通成本。另据测算,湖南大型企业主导产品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在当地配套的

比例不到30%。第五，政府缺乏合理的规划、软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引导存在“越位”

和“空位”的现象。 

（三）长株潭区域内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机会(O) 

1．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复苏时期，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世界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加

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全球第三产业孕育着新的突破，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日益崭露头角，新兴第三产

业也正在迅速崛起。 

2．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新机遇。“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落户长株潭，为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机遇，获得政策上的倾斜。两型社会虽然不会使长株潭获得税收财政等方面的优惠和扶持，但是拥有先行试验的权利，这比直

接的资金支持更具潜力。而且国家重大项目的布局也将优先考虑“两型社会”的建设，投资导向将向“两型”产业倾斜，这将

加快电子信息、风电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也会加快现代物流、文化

创意、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四）长株潭区域内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威胁(T)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增多。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对不断扩大的引资需求企业的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和

限制，这也将影响长株潭的发展。一方面使维护经济安全和市场秩序的费用提高，另一方面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而导致整个礼

会的变易成本上升。长株潭在与各国经济交往中，同样会遇到不能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因此对重要设备、原材料、零配件等主

要产品进出口贸易、境外投资等经济交往活动的风险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资源要素供应趋紧，环保压力增大。长株潭三市能源、土地、水、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资源供给趋紧导

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煤、电、油等基本能源需求量急剧上升，长株潭在获取能源等短缺资源方面

有更多竞争者。同时，环境保护的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城市的扩大、产业的发展、人才的集聚，使得污染物和日常废弃物排放

大量增加。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解决瓶颈制约，刻不容缓。 

三、促进长株潭产业集群发展以提升长株潭区域竞争力的对策 

（一）培植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的“龙头企业” 

要以培育龙头企业来带动产业集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链整合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发挥龙头企业的集聚带动效应。

鼓励龙头企业不断将一些配套件及特定的生产工艺分离出来，形成一批专业化配套企业，积极支持中小企业作为龙头企业的供

应网络，努力提高龙头企业在本地区的产业配套率。龙头企业可以逐步衍生或吸引更多相关企业集聚，通过企业之间的集聚效

应降低综合成本，增强竞争优势，降低资源匮乏的风险。 

（二）确定好长株潭优势主导产业 

安排好三市的优势主导产业，使三地产业特色鲜明,形成具有优势的、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例如：长沙发展烟草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业；株洲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湘潭发展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之所以要如此安排,是因为通过对长株潭2007 年排前

17 位的制造业区位商的计算得出,长株潭各自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行业，正是以上所列各产业。长株潭三地应各自以上面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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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制造业为产业发展重点，把有限的资金投入最有潜力的部门，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自己的区域品牌。 

（三）延长产业链,形成有完整相关配套企业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围绕某核心产业而衍生出的一个分工合作网络，为此要发展一群具有特色或优势产业价值链的下游产业区，积

极发展加工链；追溯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产业区，延长供应链；引进相应的现代服务业(如产业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交易中

心等)，保证核心产业对相关服务的需求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满足。其次，企业以外包的方式，深化分工，形成具有专业新的的生

产供应体系。为此要以分离企业的主业和辅业以促进更多专业化的新企业生成；以新产品的开发促进新企业生成；以品牌、技

术、管理，智力资源等优势来吸纳各类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嫁接改造现有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再有，培育龙头企业，带

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 

长株潭各级政府要加快建立多层次的公共信息平台、专业市场和交易平台；创办本地急需的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培养和

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出面组建创业服务中心，为新企业的形成提供机会。其次，要着力帮助建立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在

成熟的产业集群中，中介机构对加强地方网络中各企业的联系有重要作用，能把众多小企业联成一个整体。长株潭各级政府要

帮助企业组建行业协会并制定行业规范，同时，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大力发展服务型的出口代理商、生产力中心、

技术信息中心、开放性行业技术中心等集群发展机构,建立法律、会计、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和完善社会化服

务体系和自组织体系。再有,培育重商崇市、联合协作的思想,营造本地商业文化,强化企业的根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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