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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新型工业化引领湖南经济跨越发展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理论经济研究室主任 肖卫 

后危机时代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推动力的转换，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放到一个更加突

出的地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有阵痛，有死亡，但很可能就是经济的新生，因为它可能打通一条新的长期经济增长通道。 

  近年来，长沙市启动“强工兴市”的发展战略，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两型社

会”改革试验区后重新规划新型工业化，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全面改革，立志再造一个“长沙”，后金融危机时期长株潭领衔湖

南构建新兴战略产业，等等。这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有力推动了以长沙为首的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并成为湖南

经济成功实现“弯道超车”，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重大引擎。 

  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瓶颈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由于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规模报酬的不同，存在由工资水平表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导致

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减少，边缘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增加。随着城市群发展，农业人口不断向制造业转移，

在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中。这一个过程就是地区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缩小的过程。 

  改革 30年来，人均产出的增长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作用微弱，在控制其它变量的前提下，人均产出增加 10000

元，城市化水平提高 1.26 个百分点。如果没有其它条件限制，工业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相应提高 1.01 个百

分点。2000年以来的长株潭一体化规划，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 2.18个百分点。然而，城乡劳动者收入差距阻碍了城市化水平提

高，差距每增加一倍，城市化水平将延缓 5.9 个百分点。这一现象是由于长期城乡分割政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这种报酬

差距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水平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规划后，城市群的非农产业平均报

酬与农业平均报酬差距仍然持续扩大，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城市群中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业化水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在

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自由流动以获得均等的边际报酬，这种边际报酬的巨大差异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仍在持续。 

  以新型工业化突破发展瓶颈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阻碍长株潭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长期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并进一步阻碍

了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化水平滞后于业化水平，从而不利于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自由流动以获得均等的边际报酬，

这种边际报酬的差异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平衡。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两型社会”改革实验区后，以长沙为龙头的长株潭城市群努力寻找经

济跨越发展的突破口。 

  (一)以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进入本世纪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兴工强市”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作为长沙市经济

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以城市化支持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首先，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做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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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支柱产业。长沙市将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食品烟草工业这三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作为工业经济的重中之中。经过多年

的发展，中联重科、三一重工、浦沅集团等全国知名企业已初步形成工程机械产业群和区位品牌。与此同时，食品烟草业以长

沙卷烟厂、旺旺集团、湖南科技食品工业园为龙头，使长沙成为全国重要的食品深加工基地和高档卷烟生产基地;以 LG 飞利浦

曙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湘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软件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把长沙

打造成中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其次，抓好产业集群化，发挥规模工业优势。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大力推

进产业集群化，围绕支柱产业、优势产业、骨干企业构建起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产业群。长沙市重点培育和扶持五大支柱产

业和十大标志性工程，增强龙头带动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再次，大力发展工业园区，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长沙市按照“技

术高新化，产业规模化，产品外向化，投资多元化”的原则，重点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

九个工业园，以项目立园、科技兴业、产业强区，形成各具特色、良性竞争的发展态势。依托“两区九园”，引导工业企业进

区入园，鼓励企业新增工业项目和工业用地、国内外招商引资项目向园区集中。 

  如今，新型工业化已经成为长沙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经济增长的首要支撑。2008 年，长沙市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6

大优势产业集群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41%，其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500亿元，汽车、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1120 亿元，增长 22.2%，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0%以上。 

  2009 年，长沙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744.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79.40 亿元，增长 6.5%;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893.58亿元，增长 16.3%，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 1554.54亿元，增长 17.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671.78

亿元，增长 13.9%。第一、二、三次产业分别拉动 GDP增长 0.3、7.7、6.7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1%、

52.1%、45.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工程机械、中成药及生物医药、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等六大产业集群实现增加值 445.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1%，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49.0%，比上年提高 6.4个百分点;拉动全市规模工业增长 9.7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4.8∶50.6∶44.6。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41.5%。长沙 GDP 总量在全省的占比为 29%，比上年提高

2.1个百分点，人均 GDP为全省的 2.8倍，经济总量在长株潭三市中的占比达 68.0%，比上年提高 2.3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预算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 31.7%、31%、29.1%和 27.3%。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154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522 元。全市“两区九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560.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7%，占全市规模工业的 48.4%，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8.0%。全市完成规模以上高新

技术工业总产值 1383.94亿元，比上年增长 32.0%，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41.8%。 

  (二)在“两型社会”改革实验区重新规划新型工业化 

  2008 年启动的大河西、云龙、昭山、天易、滨湖 5 大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的层级结构。大河西包括三大板块：岳

麓板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城和中部“硅谷”;金霞板块，发展大会展、大物流、大运量产业;长益板块，发展机械制造、

新能源、电子信息、循环经济，建设一条 35公里长的现代制造业走廊。云龙示范区包括两大板块：株洲云龙板块，优先发展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株洲清水塘依托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全面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将园区打造成全国循

环经济的样本试验区。昭华示范区包括两大板块：昭山板块，建设国家级生态展示区，集居住、休闲、商务于一体;九华板块，

建设以 IT产业、汽车及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科教文化以及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园区。滨湖示范区，建设长株潭城

区产业转移的主要通道。天易示范区，由株洲天元区和湘潭易俗河两大板块构成，主要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为主的生态

工业园区。 

  2008 年，国家批准设立的长株潭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该基地是 6 大国家级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之一，也是中部地区惟

一一个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株潭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将重点发展信息、生物、民用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

略性产业。根据发展规划，到 2012 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过百亿的龙头企业将达到 10 家以上，过 50 亿的 20 家以上，实现总产

值 5000 亿元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25%。除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长株潭城市群还将围绕具有区域优

势和湖湘特色的物流、文化、旅游 3大领域，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湖南交通枢纽的优势转化为物流产业优势，将文化资源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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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提升电视、出版、动漫等湖南文化产业的品牌影响力，打响红色旅游、历史人文旅游和生态旅游 3 大品牌，都充满

了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工业化的希望。 

  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工业化布局进一步延伸到“3+5”城市群。在长株潭城市群加快发展的基础上，湖南将把“3+5”城市群

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战略重点。按照规划，娄底、衡阳原材料工业将与长株潭先进制造业之间构建起上下游关系，长株潭核

心区不再新建、扩建火电厂，周边地区的火电、水电、风电、核电等新能源将为长株潭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撑;将烟草、食品工业

引导至常德、湘潭，农产品物流和商贸产业调整至湘潭、衡阳、常德，将湘钢的扩建调整与岳阳、娄底的钢铁产业调整相结合，

将株洲的石化工业部分调整至岳阳。 

  (三)在大河西先导区再造一个“长沙” 

  大河西先导区的规划范围位于湘江西岸，经由岳麓区、高新区直抵望城、宁乡腹地的一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的组成的区域，

分先导区、核心区和起步区三部分。大河西要建设成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先导突破区，长株潭城市群战略整

合核心承载区，长沙市提升主体功能区。在产业方面，要成为湖南省产业先行先试区，长株潭产业转型示范引领区，长沙市高

新产业核心集聚区。 

  2008 年，《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建设整体方案》及《产业发展规划》、《金融创新方案》、《能源资源节约方案》、《环

境保护实施方案》、《统筹城乡发展方案》、《国土资源管理改革方案》6个子方案正式出台，明确了大河西先导区建设的战略

目标、规划蓝图、建设步骤等具体问题。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着力规划建设产业功能区、生态功能区、文化功能区、城镇功能区

四大组团，重点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富有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科学合理的土地管理和规划建设体系、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体系、一体化发展的统筹城乡体系。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建设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两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坚持先行先试、敢闯敢试、边干边试，实施“三步走”战略步骤，在 2010年前实现“拉开道

路框架，形成承载功能，拓宽产业优势，展现新城雏型”的目标，力争到 2020年建设成为“两型社会”的示范区、高新产业的

集聚区、城乡统筹的样板区、生态宜居的新城区、支撑发展的增长极，成为长沙率先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平台，促进中部

崛起的战略支点。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制定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战略。力争到 2012年，率先全市基本建立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初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突出建立城乡联动的现代产业体系，突出创新城乡对接的农村产权制度和生产经营

体制，突出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创业制度，突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突出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

体系，突出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先导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0000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降至 2∶1;城

镇化率达到 60%以上;村级公路硬化率 100%;城乡联网供水率 60%以上;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改革行政体制节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作为长沙探索“两型社会”的试验田，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正式向中央、省、市级媒体公布先导区的建设方案。大河西先导区规划面积 1200平方公里，其管委会要负责制定先导区政策和

实施方案、制定城乡规划、统一土地开发利用的管理、审批和储备、产业布局与环境整治和项目准入、重大项目策划与建设等 6

大职责，与先导区宏伟的建设蓝图相对，先导区并未配备相应庞大的官方机构。先导区管委会只设立了 4 个职能部门：综合管

理部、国土规划部、项目建设部、投融资部。将原来许多部门的职责划归到一个部门管理，如国土规划部，就涉及了原有国土

局、规划局、建委、房产局、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环保局等各个部门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权限。大河西在起步之初，就开

始了“权力下放”的实验。凡是市级政府和市级各部门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权限，统统全部授予先导区管委会，这是力度很大的

一个改革。先导区管委会将负责区域范围内设计土地征收、转用、供应及项目建设过程中所有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这些过程

中所有市级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权均统一归口先导区管委会。大河西先导区行政体制改革将大大节约交易成本，增强地区经济

集聚力、向心力。 

  展望后金融危机时期湖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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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提高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必然要求，也

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由之路。后危机时代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

长推动力的转换，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有阵痛，有死亡，

但很可能就是经济的新生，因为它可能打通一条新的长期经济增长通道。要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根本，必须切实在“加

快”上下功夫、见实效，特别是要全面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技术创新战略、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战略、节能减排战略，以“两

型社会”建设加快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而言，就是要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深入实施“一化三基”战略，以新型工业化推

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新型城市化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两型社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绿色发展与和

谐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开创湖南科学跨越、富民强省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