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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策略探析 

蔡景庆 

(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经济教研室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07) 

产业的演进和变迁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我们在强调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决不能忽视产业的进步与优化。在当前正在进行

的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 湖南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已经为湖南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湖南制定怎

样的战略对策, 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深入探讨。 

一、新时期面临的新一轮产业转移与湖南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1.对于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界定。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是一部产业不断演进和变迁的历史。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 同时也是一部产业不断转移的历史。人类

社会最早的产业转移几乎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时进行, 18世纪初, 英国的纺织业由大伦敦区向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转

移。从19世纪开始、英国的纺织业、制造业向美国和欧洲大陆(最早进入德国)转移。日本是亚洲最先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国家, 

时间是20世纪50— 70年代, 美国纺织、食品、制造和冶炼等产业大量进驻日本；到了60— 70 年代, 这种转移在亚洲发生了一

些变化, 美欧产业向“亚洲四小”转移, 最终在70年代末在亚洲形成了“四龙伴一虎”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日、欧

的家用电器、纺织、食品、汽车等产业大举向我国和东盟转移, 使我国成为了继日本和“亚洲四小”后的亚太分工中的第三梯

度。 

笔者认为,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转移, 可以界定为两个界线分明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

末,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沿海作为了我国唯一的产业承接地, 对外承接了绝大多数国外资本和产业, 对内则极化了内地大量

的人才、技术、资金和产业。而且这一阶段的产业转移是“承接性转移” , 很少有人顾及到“自主创新” 。第二阶段的产业

转移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 “十一五”期间已形成浪潮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它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我国沿海和内地同时成

这轮产业的承接地。二是新一轮产业转移高度关注和积极推进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突破。 

2.新一轮产业转移成为了湖南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改革开放的前20 年, 湖南经济保持了平均9%的经济增速, 比全国平均低0.8个百分点, 比广东低4.1个百分点。1978年湖南

与广东的经济差距仅为38亿元, 到2000年广东的经济总量是湖南的3.6倍, 两者差距达15300亿元, 而湖南的面积是广东的1.18

倍。在改革开放前20年的第一轮产业转移中, 湖南经济热点散乱, 经济发展相对“郁闷” 。 

进入新世纪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后, 在工业经济的主导拉动下, 湖南经济明显提速。“十五”期间, 湖南平均经济增速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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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九五”高0.5 个百分点, 与全国平均增速基本持平, 其中工业平均增速达12.9%, 比全国平均高2个百分点。尤其是近两年

湖南提出新型工业化和实施富民强省战略以来, 湖南经济再次加速, 2008年达12.8%的经济增长, 比全国平均增速高3.8个百分

点。 

湖南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有着直接联系。笔者最近对湖南进行调查, 我省长株潭、环洞庭湖和湘南

近粤地区等“一点一线”经济活跃地带的园区经济引资项目中,70%以上是沿海和国际产业转移项目, 如LG曙光电子、玻壳项目、

北汽福田、华润电力、西门子牵引设备、株洲雅马哈公司、旺旺食品、青岛啤酒、古越楼台黄酒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我

省提出的“十一五”十大优势产业中, 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六大产业有赖于新一

轮产业转移, 其余钢铁有色、石化加工等四大产业也有赖沿海和海外资金与技术为之提质提素。湖南在1998年以前没有一家世

界500强企业, 到目前入驻企业已达40家。海外的沃尔玛、麦德龙、百盛、家乐福、普尔马特等, 沿海的大洋百货、新一佳、新

大新、通程电器等的大举进入, 也为湖南的城市和商业发展增添了亮点和活力。此外, 湖南旅游休闲业的飞速发展和农业产业

化进程, 也不难看到外来资金和技术的大举进入。总之, 自上世纪末开始, 我国沿海和发达国家进入资金富余和产业转出时代

带给湖南的经济辐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直接推动我省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二、湖南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对策 

1.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抢抓产业转移机遇。 

湖南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离不开外力的推动, 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是湖南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产业

转移的历史经验, 笔者认为本轮产业转移热潮可能持续25—30年左右, 即到2030年左右, 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将大大减

低。我国内陆地域广阔, 各地招商引资竞争异常激烈, 因此,我们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以一种舍我其

谁的精神状态, 主动出击, 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2.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理性地承接产业转移。 

要认真研究分析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特点和产业发展现状,掌握其创新、发展、成熟、转移的规律, 围绕本地区现有产业结

构, 制定有效的规划、策略和优惠政策。具体说来湖南承接产业转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点是:一是要谨慎、理性地发展资

源和能源开发型产业。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之乡”, 资源相对丰富, 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十分便利和直接。

然而, 在开发这些项目时必需保持谨慎理性思想。首先, 绝不能以环境的破坏和能源的高消耗、低产出为代价换取产业转移。

其次, 要注重产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在资源开发型项目的规划与立项中, 要同步制定项目20年以后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 

同步审批。二是要以突出特色为宗旨积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中部地区要积极承接发达地区进入成熟和衰退阶段的纺织、食品、

服装、鞋业、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同时应因地制宜选好主导产业, 突出特色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提高产

业的竞争能力。三是大力发展科技密集型产业。湖南唯有这方面有所发展, 才能真正实现崛起。 

3.以特色园区和产业集群为平台承载产业转移。 

实践证明, 我国中西部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 园区经济在其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主要原因:园

区把招商引资过程中的经济软、硬环境问题带给企业的直接困难和冲击, 转化为了对园区的冲击。正是因为园区的这个缓冲作

用, 使园区经济在我国中部经济发展中异常醒目。产业集群有利于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 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和产

业升级,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提升区域品牌, 有利于推动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转变, 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目前

最时兴的引资方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围绕我省规划的10大优势产业和50个产业集群, 对我省目前77个开发区进行统一整合, 突

出特色。一是要参照现有的株洲欧洲工业园、湘潭德国工业园、长沙台湾工业园, 规划整合突出地域企业集群特色；二是要参

照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郴洲出口加工区、浏阳生物医药园, 规划整合突出产业特征集群, 而且这应当是产业集群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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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依托如巴陵石化、涟钢、湘钢、泰格林纸等大型品牌企业整合园区, 突出企业品牌特色；四是要创建各园区的招商引资

互补互动机制, 整合招商引资资源, 防止恶性竞争。 

4.以构建新型都市圈层为极点凝聚产业群落。 

“都市圈经济”是经济极化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其有利于协调各种经济活动和解决经济纠纷, 有利于减

少资源要素的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它还能发挥集聚其它地区经济要素的能力, 组成由银行金融业、贸易服务业、信息产业、

商业批发业、现代工业等组成的多经济层次的网络构架, 形成区域经济的“高级循环”, 提升经济活力。“都市圈经济”易于

实现中心城市和腹地的有效优势互补, 是加快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途径。湖南应积极引用都市圈模式,

构建经济极点, 凝聚产业群落。笔者认为目前湖南应重点打造一个全省性经济极点和两大区域性产业群落。一是着力打造长株

潭都市圈, 使之成为全省的经济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成品字形分布于湘中偏东, 彼此相距40— 50公里, 近年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三市经济一体化的融城步伐日益加快, 已成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金三角” 。构建以长株潭市区

为核心区, 周边县市为辐射区的复合型都市圈, 意义重大。同时三地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 应有明显差异和侧重, 长沙作为省

会城市, 应着力承接和发展高新技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和金融流通等高档次的第三产业；株洲依托现有区位和优势产业, 大

力发展交通机械、新型材料、有色化工等产业, 同时大力发展其优势商贸流通产业；湘潭应努力提升其钢铁、军工机电、精细

化工等产业。二是湘北的环洞庭湖地区属于长江经济带, 与上海遥相呼应且通江达海, 可筹划以食品和农林精加工、石化冶炼

等产业为主, 构建以岳阳、常德、益阳三市为核心区的环洞庭湖产业群落。三是湘南地区毗邻粤港地区, 是接受广东和港澳产

业转移的首发地, 同时也是我省有色金属矿产的富藏地, 有必要构建以郴州、衡阳、永州为重点的、以中小企业和有色治金等

为主的湘南产业群落。 

5.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自主创新的精神抢占产业高地。 

湖南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中, 应当有反梯度推移的基本理念和措施准备, 要有点“经济野心”和勇于做“经

济老大”的胆识。否则, 湖南永远只能建立起一种跟随型的产业结构而受制于发达地区。湖南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是:过分地依赖和相信产业梯度转移, 而反梯度推移的意识极为不够。湖南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确立以

靠近广东最近的郴州市作为经济发展重点, 希望通过接受广东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来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90年代初、中期又

以北部的岳阳市为重点, 希望接受上海的辐射和产业转移, 结果均不成功, 相反自己的经济要素被极化过去了。近年来湖南确

立的以打造“长株潭”经济极点为重点, 连同京广铁路线的“一点一线”的经济重心格局是正确选择。湖南在承接发达地区产

业时,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经济优势, 打造经济增长“极化点”, 使自己从一个经济辐射地转变为经济极化地。其次, 本轮产业

转移不同于以往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梯度转移, 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仅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责任, 

也应当是内陆地区的责任。湖南要加快开发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创新突破, 增强以我为主、

组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 探索能源、原材料工业走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的新路子, 瞄准世界的先导产业、新兴产业加速发

展。具体而言, 笔者认为湖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有如下产业制高目标:在今后5— 10年内应抢夺电子、现代制造、轻工、食品

加工等产业制高点, 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在今后20— 30年后, 应抢夺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型能源和原材料、空

间技术等产业高点, 并努力打造成文化和旅游强省。 

6.以优良的环境服务产业转移。 

湖南承接产业转移能否取得成效, 环境十分关键。主要应坚持创造“四种环境”:一是要创造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应把有

利于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作为改善经济环境的先导, 广泛深入宣传区域的投资和创业环境, 提高知名度, 树立良好的对外开放

形象。要努力使环境意识深入人心, 真正做到“处处都是投资环境, 人人代表区域形象”。二是营造高效和谐的政务环境。实

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完善审批方式, 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和监督机制, 提

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三是营造尊重人才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通过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帮助失误者,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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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好、引导好、保护好, 使人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创业、敢于

创业、乐于创业的良好氛围。四是营造规范诚信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区域经济是有序经济”。讲求信誉、规

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是湖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项重要职责, 切实加强各类市场的规范

化建设。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健全信用考核制度, 奖励守信者, 惩治失信者, 为湖南经济的健康发展打造良好的信用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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