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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东西部经济差异及协调发展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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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我国内陆地带的一个发展中省份, 湖南历史上就存在着十分显著的湘东、湘西两大区域经济带的发展差距。文

章以统计资料分析为依据, 对湘东、湘西经济发展的差距进行了动态比较, 指出湘东、湘西经济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 且多数

经济指标的发展差距远远大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今后要缩小湘东、湘西经济发展的差距, 应该在保持湘东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 加速湘西发展。湘西也应该努力改善发展环境, 充分利用优势条件,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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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湖南东西部地区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差异, 使东西部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级差性, 湘西、湘东经济发展的这种悬殊差

距, 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势必会造成社会不公平性的加剧和不安定因素的增加, 以致最终可能影响湖南全省和各区域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所以, 在持续保持湘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加速湘西的崛起, 缩小湘东、湘西之间的差距, 不仅是一

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更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课题。 

一、湘东与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 

历史上, 由于区域条件、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的差异, 湖南湘东、湘西就存在较明显的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作用下, 湘东、湘西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存在, 但没有扩大的趋势。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由于开放意识、市场观念的差异, 人才、资金、技术、开放政策、管理经验

等软环境的不同, 以及生产要素配置上的马太效应等缘由, 在梯度推进、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非良性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指导

下, 湘东、湘西目前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水平, 还是产业结构、经济效应、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 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且呈

不断扩大的趋势(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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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数字是湘东相对于湘西的比值；2.1995 年由于数据的缺乏没有计算出人均利用外资数量。 

资料来源:湖南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上表可以看出, 湘西与湘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规模 

2006 年统计资料表明, 湘东、湘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3 702.04 亿元、638.90 亿元, 分别比1995 年递增103.9%、68.1%, 

湘东、湘西的动态差距达到35.8个百分点；1995 -2006 年, 湘东、湘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份额分别由82.7%、17.3%变为

85.3 %、14.7%, 湘东上升了2.6个百分点, 湘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2006年湘东国内生产总值是湘西的5.79倍, 超过我国东西

间的差距(2006 年, 我国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的4.4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我国东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995 年

的4.68倍, 到2006 年的4.4倍, 差距开始缩小, 而湖南湘东、湘西的差距则从1995 年的4.78倍, 增加到5.79倍, 差距在迅速扩

大。 

2.产业结构 

据统计资料表明, 1995 年湘东、湘西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29.8∶38.8∶31.8 和38.0∶29.4∶32.5, 

而2006 年这个比例分别为17.7∶42.2∶40.1 和30.0∶27.4∶42.6, 第一产业湘东、湘西的差距从1995 年相差3.74 倍下降到

2006 年的3.42 倍, 差距区域缩小, 但仍然高于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2006 年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为2.5 倍)；第二产业湘

东、湘西的差距也从1995 年的6.29 倍上升到2006 年的8.39倍, 远远高于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2006年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

距为5.1 倍)；三个产业的总量湘东全部高于湘西, 而在非农产业上湘东、湘西的差距更为明显,特别是第二产业湘东、湘西不

但差距悬殊, 而且差距迅速扩大, 而我国东西部之间三个产业之间的差距自1995 年起开始呈全面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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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均水平 

2006年湘东、湘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 420.82元、3 896.27 元, 湘东是湘西的1.90 倍, 这一差距小于我国东西部

之间差距(2006 年我国东西部差距为2.44倍), 且尚未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3.5-4.0)。不过1995 -2006年, 湘东、湘西

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由1.57∶1 变为1.90∶1, 而我国东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995— 2006 年只从2.33∶1 变

为2.44∶1, 可见, 湖南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容忽视。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洛仑滋曲线对湘东、湘西两大区域之间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分析, 由图1 可以看出, 1995、1998、2006 三个年份的曲线弯曲弧度不断增大,距离绝对平均线越来越远。 

从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来看, 湘东、湘西的差距分别从1995 年的1.8 倍、1.69 倍和1.65 

倍, 扩大到2006 年的2.66 倍、1.93 倍和5.38 倍。可见,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的大幅度扩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导致湘

东、湘西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4.经济开放性 

2006 年湘西进出口商品总额10 897 万美元, 湘东为276 742万美元, 后者是前者的25倍；出口总额湘西为10 349万美元, 湘

东为169 193万美元；在利用外资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湘西共有37个, 涉及实际金额8 514万美元, 而同期湘东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项目377个, 涉及实际金额94 575万美元；均利用外资湘东、湘西的差距从1998 年的2.99倍扩大到2006 年的4.52 倍。

可见, 湘西经济开放程度低, 湘东经济开放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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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乡居民收入 

2006 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湘东是湘西的1.65倍；湘东、湘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 084.24 元、1 728.50 元, 前者较后

者高53%；湘东、湘西城镇人均居民收入依次为8 414.2元、5 499.0元, 前者比后者高91% 。 

二、湖南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局部不平衡的多增长级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实施最佳的湖南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进行有效的区域经济调整, 应当基于如下几点: 

(一) 正确认识湖南东西部经济差异的实质及成因。 

1.湘东、湘西差距的实质是一种综合差距, 而不仅仅是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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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成湘东、湘西经济差异的外因很多, 如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区域间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

态势、市场化程度、社会人文条件的差异等)、人才的素质、现有科技水平、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和竞争优势等。相比较而言, 人

才的素质、现有科技水平、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和竞争优势等更为突出。 

3.现有的以梯度推进为主要特征的非良性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扩大东西部经济差异的主要内因。 

4.湘东、湘西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上的差异。 

(二) 正确理解区域经济合作和协调发展的内容与要求。 

1.区域经济合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必然结果, 比较利益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要求；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构造价值链, 而不仅是把产业作为不可分的整体来看待,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要取得竞

争优势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 实施合作战略与竞争战略同等重要。 

3.在当今世界中, 由于产品多样化的要求和竞争加剧原因,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要注意发展规模经济, 更要注重发展范围

经济。 

4.区域经济发展既表现为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增加而取得的外延式发展, 又表现为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高效率

产出而取得的内涵式发展。物质资产、人力资产、环境资产有序、平衡的积累和区域内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聚集经济(产业

聚集规模和城市化程序) 的形成, 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控制的实质是控制外延式发展和内

涵式发展的关系。其关键是保持区域内物质资产、人力资产、环境资产的协调, 确保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各种资

源的合理利用, 促进企业内部、产业内部、城市内部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区域聚集经济效应的产生, 增强产业关联优势和市场优

势, 保持一定区域的生产率的优势。 

(三) 正确评价三大模式之应用可行性。 

从理论上说, 湖南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可供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兼顾效率的湘东、湘西均衡发展模式；二是均衡优

先、兼顾效率的发展模式；三是效率优先, 兼顾湘东、湘西均衡发展模式。目前, 由于湘西地理区位条件较差、自然环境恶劣, 

基础设施落后, 资金严重短缺, 劳动力素质不高, 产业层次较低, 经济效益偏低, 市场体系不完善, 经济要素关联度较低, 比

较优势难以发挥, 与湘东地区根本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远不具备与湘东公平竞争的条件, 因此, 效率优先的模式不可取。

同时, 均衡优先的模式强调均衡发展, 却忽视了东西部已有的非均衡性, 不利于地区比较优势、区域聚集经济效应、范围经济

效应的发挥, 不宜单独采用。另外, 湖南东西部经济差异及其不断扩大的趋势表明, 湖南东西部不仅不属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两

个纵队,而且也不属于紧密相联、可以实行梯度推进的两个纵队, 不具备接纳实施“ 梯度推进战略” 的条件。再次, 湖南东西

部经济差异及其不断扩大的趋势也表明, 湖南东西部的发展已经走上了两大类相关度不大的经济发展轨道, 企图走一体化的发

展模式将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节发展。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 我们认为, 可从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中找到最佳的切合点, 实施全面平衡而局部不平衡的多增长极经

济发展战略, 从构造全省市场体系、合理开发利用地方资源、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合作、调动多地区积极性、促

进全省各地区经济普遍高涨为基本出发点, 根据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经济优势, 选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有机耦合和更新升级, 

形成区域产业特点, 实现优势互补, 建立区域经济传递机制, 促进内区际要素合理流动和区域产业合理转移, 确保全省社会经

济的总体发展效益进入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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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加速发展湘西地区经济 

加速湘西经济发展是缩小湘西、湘东经济发展差距, 实现湖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加快湘西经济应该以优势资源为

基础, 充分利用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转变、区域结构转换、中小企业发展等高速增长空间, 加速湘西经

济发展, 走扩大规模的外延发展与挖掘经济内在潜力的内涵发展相结合的路子, 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区域优势工业、国际

现代旅游业和边境贸易, 全面推动湘西经济整体发展。当前我们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实施宏观创新。由于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的迥然不同, 加速湘西经济发展绝不能沿用过去湘东地区的发展模

式, 而应该从新的视角探索新的方法, 以新的观念构造新的机制, 以抢抓机遇的姿态赢得跨越发展的生机, 以强烈的竞争意识

营造跨越发展的优势, 深层次开放, 高层次启动, 大跨度推进, 实施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 强化市场意识、发展意

识, 转变传统的全面赶超、粗放增长和“ 按部就班” 的发展思路, 扬长避短, 构造有优势, 加强合作, 增强互补效应, 利用

“ 后进机会” 发挥“ 跟进效应” ,实现高点嫁接, 改造传统产业,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促进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

增长转变, 实现跨越式发展。 

2.发展特色经济。加快湘西发展, 无论是整体创新还是结构调整, 其产业落脚点都应该是发挥特色经济。由于特色经济是

市场配置资源与区域经济优势的结合点, 所以说发展拥有巨大市场潜力、具有较高产业关联度和蕴含较大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区

域特色经济, 有利于开展区域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 有利于加快湘西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是加快湘西发展的

治本之策。 

3.湘西应该充分利用旅游资源, 有色金属资源和生物资源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 重点发展旅游业, 有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

的食品加工业(名酒、名烟、名茶、党参保健食品、地方特色食品等), 高市场容量、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医药(风骨宁冷剂、

风痛宁针剂、激素药、雷公藤加素等),有色冶金工业、林产品加工业(人造板、竹胶板、中密度真维素板等), 建材工业(优质水

泥、浮化法玻璃、墙地板等), 以及用材林(以松、杉、竹为主)、经济林(以核桃、柑橘、油桐为主)、草食动物(以牛、羊、兔、

鹅为主)、绿色食品(茶叶、各类中草药等) 基地, 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链、企业群和市场网。 

4.加强区域合作。依靠利益和市场的推动力, 大力促进企业间的合作, 以人才为纽带和加强人员交流与合作, 加快湘东技

术优势向湘西转移, 促进湘西“ 有效核心优势” 的培育与“ 区域优势产业” 的生产, 实现湘西、湘东之间的资源大转换, 生

产要素大流转和商品大流通, 通过区域合作、合理安排建设项目, 按照需要与可能区划轻重缓急, 合理布局生产力, 提高时序

经济效益。 

5.狠抓科技教育。加快湘西发展, 人才是关键。就目前湘西经济状况来看, 加大资本投入固然重要, 但人力资本投入最为

有效。不解决人才不足问题, 就不可能把湘西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后, 无论是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

落后、劳动生产率偏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 还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工业经济新优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都要

求把人力资源开发摆在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激活科技教育运行机制, 加快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优秀人才收入分配制

度, 同时要加快人才的培养、培训、交流和引进, 也要加速普及与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开

放农村职业教育, 从多方面为湘西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和知识储备。 

6.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产业转移和投资流向有一个寻找“相仿环境” 和“ 最高回报” 的问题, 软硬投资环境往往具有十

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不迅速改善湘西投资环境、提高投资边际效益, 势必影响区外资金的进入。所以说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 提高投资边际效率, 实际上就是克服劣势, 克服劣势才是解放湘西生产力的关键。制约湘西经济发展的劣势得

以克服, 加大投资才能发挥作用。加快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城市改造、供水供电、小城镇建设、农村“ 三通” 等基础设施

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封山育林、江河源头综合治理等生态环境建设以及软环境的优化, 是加快湘西经济发展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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