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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 

演变及工业化主导因素分析 

唐承丽, 李建香, 李发俊 

(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长沙 410081) 

提要: 经济空间结构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为了揭示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演变机制, 

分析了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并从工业化、区域政策和城镇化等方面分析了其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机制。结果表明: 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湖南省经济正处于空间集聚过程, 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模式；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与工

业化、区域政策和城镇化存在内在联系和耦合关系, 其中工业发展是湖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也是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

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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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要素的相对区位关系和分布形式,它是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经济活动

和区位选择的累积结果[1]。经济空间结构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 国际学术界早期的研究成果, 如杜能

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 奠定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2]。

中国近50 年以来由于经济建设实践的需求, 学者们在经济空间结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如陆大道提出的点轴模式[3] 、

叶大年提出的对称分布理论[4]、陆玉麒提出的双核结构理论[5]等, 这些理论模式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为中国经济布局提供了理论借

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 可以分为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 内生机制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化是经济空间结构演

变的重要应素, 政府的宏观政策—表现为固定资产在区域的投资分布状况也是重要因素, 城市化带动经济的积聚, 引发经济的

规模效应, 也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6]。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 年的146.99 亿元增加到2005 年6473.61 亿元,工业落

后的局面得到基本扭转, 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利用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湖南省各

市年鉴中的数据, 从县域这一空间尺度上,探讨湖南省近20 年来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 并从工业化,城镇化, 政府宏观政策来

分析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机制及其贡献度的大小。 

1 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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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均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可以较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被广泛用于区域经济差异和经济空间结构研究中[7]。

利用湖南省 1985, 1995, 2005 年各县( 市) ( 包括地级城市的市区人均 GDP) , 按全省平均水平的 150%,100%, 50%, <50%, 可

将各县市相对地划分为经济发达、次发达、欠发达和落后等 4 种类型( 表 1, 图 1) 。 

 

 

从图1 分析知, 1985 年, 经济欠发达县域构成全省基本的经济空间格局, 总体上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较低层次的空

间均衡。表现为: ①经济欠发达县域在数量上占主体, 达72 个, 占全省县( 市) 总数( 1985 年湖南省共有104 个县( 市) ) 的

70%, 落后县域14 个, 占13.5%；②经济发达区域只有10 个, 占9.6%, 且空间分布比较分散。发达区域既是各地的行政中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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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中心, 并且大都被欠发达和落后的外围县域所包围, 中间缺乏次发达区。 

1995 年, 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与1985 年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岳阳、长沙、株洲、湘潭、长沙县形成的湘东北经济带

经济力量进一步加强；湘西北变为经济落后区, 经济落后县域由2 个增加到7 个；湘东南县市经济开始快速增长, 经济落后县

域由6 个减少到3 个。 

与1995 年相比, 2005 年湘东地区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 湘东南县域经济崛起, 郴州市、资阳市、耒阳市成为湖南南部经

济中心；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高水平县域在地域上连接, 形成湖南省强大的经济中心；经济落后县域数量由

1985 年的14 个增加到17 个, 在湘中、湘西、湘西北、湘西南表现尤为突出, 经济发展水平两极分化加剧。总体上,湖南省经

济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模式。 

2 工业化与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工业化程度[8], 并从县域空间尺度来分析1985-2005 年湖南省工业

化程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图2)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湖南工业化程度呈现低层次的均衡, 工业产值比重大于0.75 的县

( 市) 有12 个, 占全省11.54%, 大部分县域工业产值比重小于0.5；到1995 年, 工业产值比重小于0.5 的县域减少到26 个, 

占全省比重25.24%, 大部分县域工业产值比重大于0.5, 但是布局分散, 与经济空间格局相比, 工业化的分散布局并没有实现

全省经济的提升, 大多数工业化比例大于0.5 的县域, 经济水平还是处于欠发达状态；到2005 年, 全省县域工业化水平大于

0.75 增加到35 个, 占全省县域比重34.31%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工业布局从分散走向相对集中, 形成了以“长株潭” 为中心

的湘东工业区和“湘东南”工业区, 出现了工业的集聚效应。 

比较图1、图2, 便可以直观的发现, 20 世纪80 年以来, 湖南省工业化空间格局演变与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存在空间耦合关

系。 

 

3 城镇化与湖南省经济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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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均GDP 可以表征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城镇化与湖南省经济空间格局的关系可以用区域人均GDP 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

来表达[9]。城镇化对经济空间格局的贡献表现为城镇化造成的劳动力, 产业结构变动, 土地效益, 消费市场等的规模和聚集, 引

发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动[10]。本文采用湖南省各个县域1995-2005 年上述各个指标的变化值, 利用如下模型: 

 

其中: Y 表示人均GDP 增长率, X1 表示城市人口增长率, X2 表示产业结构变动率, X3 表示单位面积土地效益增长率, X4 

表示人均消费增长率。 

 

城市化几项指标, 除了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外, 其他对经济的增长都呈现正的贡献, 其中, 产业结构变动, 土地利用效率, 

消费市场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而城镇人口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呈现弱负相关。 

4 区域政策与湖南省经济空间格局 

区域政策对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中期, 国家和湖南的倾斜式建设促进了

“长株潭”经济中心的形成。“七五”期间,湖南提出“一心( 长株潭经济中心) 带动, 多点支撑,两翼齐飞,五线串联,五区分

工”的生产力布局总框架；“八五” 期间湖南实施“放开南北两口, 拓宽三条通道, 建设五区一廊( 长、株、潭、岳、衡) , 加

速西线开发”的宏观开放开发战略；“九五”期间湖南大力度推进“一点一线”区域优先发展带动战略；在世纪之交又进一步

提出促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11]。区域政策使“长株潭”成为湖南省强大的经济中心, 也奠定了湖南省今天

的经济空间格局。用固定资产投资来分析湖南省的区域政策。1985 年,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全省50%的县域为长沙市、株

洲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和株洲市；1990 年, 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全省50%的县域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衡阳市、岳阳市和常德市；1995 年, 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全省50%的县域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

沅陵县和石门县；2000 年, 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全省50%的县域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

娄底市和益阳市；2005 年,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全省50%的县域为长沙市、长沙县、宁乡县、望城县、浏阳市、株洲市、

湘潭市、岳阳市和郴州市。 

总体上看, 从1985 年到2005 年,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全省50%的县域主要分布在一点( “长株潭”) 和一线地区,有些年

份变化的主要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域。政府宏观区域政策反映在投资上的变化, 使得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 表

现为湖南省形成“长株潭”地区强大的经济中心和各个地市的经济高地, 外围则是低水平的经济地带。 

5 工业化主导因素分析 

本文从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比例、城市化水平来分析工业化、城镇化、政府宏观政策对湖南省区域经济

空间结构演变的贡献度大小。数据采用湖南省统计年鉴各年的统计数据, 建立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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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表示人均GDP；C 表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G表示工业产值比例；L 表示城市城市化水平；E 表示其他因素。 

历年方程回归结果都比较好, 模型方程总体拟合度比较高。通过F 显著性检验, 部分结果见表2、图3。从回归结果可知: 湖

南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县域人均GDP 成正相关, 但对人均GDP 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减小的趋势；城镇化水平( b2) 与县域人均

GDP 呈正相关( 除了个别年份异常外) , 且相关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说明了城镇化带来经济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是湖南

省经济空间格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工业化水平( b3) 与人均GDP 呈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说明从1985 年

以来, 工业化作为一种主要力量推动了湖南省经济的增长, 并且这种趋势正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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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湖南省经济在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迅速发展, 区域空间结构极化效应明显,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长株潭”、

湘南地区经济逐渐隆起, 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全省的经济中心。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与工业化、区域政策和城镇化存在内在联系

和耦合关系, 其中工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也是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今后

一段时期, 湖南应坚决实施工业化强省战略, 并结合当代世界工业化趋势,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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