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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一体化视角下的 

长沙市产业结构变迁研究 

王婷婷
1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各省也在大格局的变化中不断寻求创新

发展之路。作为中部崛起的支柱,湖南省提出了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的政策,即三市区域合作分工,其中,长沙市

在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研究长沙市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区域经

济一体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相关理论入手,利用实际调研以及网上查找的数据资料分析了长沙市近 10年的产业结构变

化,同时介绍了长株潭一体化的相关产业政策,对比分析长沙市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否与当初的规划内容相一致,

最后,针对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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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湖南省按照宏观发展趋势,于 2005 年 10 月启动了“长株潭城市

群区域发展规划”。省政府开始正式启动长沙、株洲、湘潭市区的一体化政策规划。长沙、湘潭、株洲三个城市位于湖南省中

部和东部,是湖南省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和商业中心。长株潭一体化推进过程中,长株潭的经济有了很大的的进展,但其实

力与相邻的武汉城市圈差距较大,辐射范围小。因此湖南省政府必须整合资源,以提高长株潭城市群的竞争力和辐射力。确保生

产要素在区域之间能够合理配置,关于产业一体化的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 

以往国内外文献多从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而单一城市在区域内部结构的变化研究较少。本文选择长沙市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规划内容和实际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产业结构演变与一体化规划内容的契合度,反过来,针

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1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1.1产业结构及其变迁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个环节的质量比。产业结构变迁是指产业之间各要素所占比重的变化,指各部门占生产总

值份额的变化,产业之间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是:第一产业是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第二产业

是工业、包括制造、采矿和挖掘、建筑以及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第三产业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主要指流

通与服务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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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被定义为部分的整合,指为了获得额外利益、互补利益而进行的市场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整合。区域经济一体化是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整合为一体,相辅相成,发挥经济优势。它主要包括产业整合、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投资一体

化。 

1.3影响产业结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民经济的整体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地区间产业关系调

整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每个产业的资源配置处于质量和数量的平衡状态。为了平衡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必须

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各小区域取长补短,进行适当的资源整合,对各个小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配比。因此,产业结构的

合理优化将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2 长株潭一体化战略规划分析及实施过程 

2.1长株潭工业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和基本原则 

自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引进以来,三个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三市打破旧的发展格局,重新规划产业布局,统一生

产要素,突出各自特色,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新型产业结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遵循一体化优势原则、集

中发展原则、技术与制度创新与整合的原则,以及政府推动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原则。三市产业分工的大体方向是:长沙市发挥

增长极的作用,要求长沙市在保持和改进传统产业优势和技术的同时,要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建设区域经济、文化

和信息中心。株洲要充分发挥交通便利的优势,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建材等行业。湘潭市应重点发展精细化工,机械、

建材、纺织等传统产业。 

2.2实施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战略 

根据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整合战略的实施情况数据显示:长沙、株洲、湘潭三区域一产业均呈现下降趋势,且长株潭三市一

产业比重均低于湖南省一产业比重,其中长沙市比重最低;第二产业呈现上升趋势,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第二产业比重高于湖

南第一产业。从数据可以看出,株洲市第二产业在过去十年中一直领先长沙和湘潭。第三产业在各自区域内变化不明显,总体上

长沙市比重最大、株洲市在本区域内比重最小。从整个三个产业结构来看,株洲市一直保持二三一的格局,而湘潭市也是二三一

的趋势。 

3 长株潭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长沙产业结构的变化 

3.1一体化战略实施进程中长沙市产业结构演变状态 

我市的三次产业结构伴随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的建立而发生变化,接下来我们重点以三次产业相关的数据变化以及长沙市几

大重点产业数据变化分析其产业结构变迁。 

3.1.1各次产业对全市 GDP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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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各次产业对 GDP的贡献率 

图 1数据可知,长沙市一次产业对全市 GDP供献率最低,二次产业的供献率逐渐提高并高于三次产业占主导地位,三次产业供

献率则是呈现出缓慢降低的态势。 

3.1.2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根据报告显示,一次产业中我们选取农林牧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 2005年的 4.62 亿元到 2014年的 79.77亿元,上升了 16

番,而二次产业中,全市对制造业的固定投资一直居首位,从 2005 年的 138 亿元到 2014 年的 1608 亿元,增加了约 12 倍。三次产

业中,信息技术产业从 2005年的 8.43亿元到 2014年的 63.67亿元,增加了约 8倍。其他金融业、科研与技术、娱乐文化也分别

增加了约 14、12、14倍。其中二次产业的固定投资相对一三产业有明显优势。 

3.1.3历年产值构成情况 

在分析多年来产值的构成时,选择工业,运输和仓储,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金融和保险,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从数据显示

来看,工业占比相对其他有明显优势,从 2005年的 38.3%上升到 2014年的 53.6%,占整个产出值的二分之一,工业优势突出。 

3.2长沙市产业结构演变与一体化规划的比较分析 

3.2.1产业结构布局分析和优势产业发展 

长沙市的三次产业的贡献率主要是以二产业为首,三产业居第二,一产业局末。在产业规划中,长沙市应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

产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造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大力发展金融、教育、高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产业。从长株

潭一体化战略实施情况以及 2005—2014 十年来的相关产业数据分析,长沙市对金融科技部分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有待加强。从

长沙市的产出构成也可以看出,工业产出不断增加,服务业、金融业、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贡献不明显。 

3.2.2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在规划中,长沙市政府强调壮大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支柱产业,大力改进传统工业的生产技术,提高附加值。在一体化的进

程中,长沙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很好地践行了规划内容,从 2005 年开始,长沙市在规划目标中提到重点抓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



 

 4 

械产业的发展,在 2008 年的时候工程机械产业的产值突破 500个亿。2011 年达到 1800亿元,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目标规划中

一度提到巩固提升工程机械等产业的发展。 

3.3长沙市产业结构演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结构欠合理。长沙市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且主导地位不断增强,长沙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分配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

不突出,资本投入较少,没有充分利用好资源,发挥优势,导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力不强,规模效应难以形成。长沙市的

规模企业增长速度逐年放缓,产业类型分散,各行业产值低,大多中小企业还处于不稳定、松散的状态,难以形成强大的综合实力,

相比于周边省份的武汉、广州等城市,长沙市的规模企业产业不论在产值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落后,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产业层次偏

低。长沙市的优势产业应该是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文化旅游等服务类产业,应充分利用好本市的创新智

力资源、科技人才资源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4 从一体化战略的角度对进一步优化长沙产业结构的建议 

4.1明确优势产业,调整产业结构 

充分发挥长沙市所具有的优势,通过长沙市自身经济的发展,发挥其辐射作用来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地缘

优势以及政治文化优势,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要注意协调发展,在发挥长沙市核心作用的同时,要关

注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减少区域发展间的不平衡。 

4.2增强自主创新,优化产业集群结构 

长沙市在产业在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鼓励创新,培育创新人才,研发创新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改

进,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长沙应注重加快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依托大学、科研院所和重点实验室。形成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

业激励机制,优化产业集群。 

4.3引进外资和高科技人才 

长沙市产业进一步优化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外资的引进力度,加强与跨国公司、上市公司的贸易联系。引进高新技术人才,

削减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和资源消耗大的产业。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营造开放的氛围。 

4.4减少政府干预措施,淡化政府领导力 

长株潭一体化区域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进程中,应尽量依靠市场机制,即自我实现机制来引导产业发展。这需要三市政府转变

观念,坚持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正确看待竞争,使行政的单一性向集约的整体性转变。逐步打破行政壁垒,为生产要素的流通创

造更为自由的环境。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区域一体化理论、产业结构变迁理论以及产业经济学等系统理论,结合长沙市实际发展情况,分析了长

沙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方向,与规划内容对比分析得出在长沙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给

出了相关建议。长株潭一体化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除此之外,也要迎接各种挑战,因此长沙市以及长株潭区域在如何合

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上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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