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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主要瓶颈及对策 

王伟
1
 

（中共郴州市委党校（郴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郴州 423000) 

【摘 要】：2019年 5月 6日郴州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郴州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是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现实问题。为此本文分析了郴州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同时

对如何推进郴州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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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6日,郴州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模式和全国独

一无二的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创新示范区，示范区建设对于加快推动郴州经济社会快速、健康、高质量和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1 郴州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主要瓶颈 

1.1科技创新支撑力不足 

一是科技投入偏低。2019年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约为 1.8%，低于全国（2.19%）、全省（2.5%）平均水平；规模工业企业科

研人数仅占其从业人数的 2.3%。研发投入不足以支撑科技创新产出。二是科技产出效率不高。2018年郴州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1.672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329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8件），企业研发技术含量一般，新产品附加值不高，

成果转化能力较弱。三是科技创新基础不牢。郴州目前有高新技术企业 114家，占全省的 3.6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创新平台

建设标准不高，缺乏高层次平台。目前有 16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省级 6 家，国家级无一家。研发平台 98 家，其中省级 16

家，国家级无一家。四是创新服务水平较低。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对滞后，科技创新基础设施较薄弱，

科技服务体系还存在着中介机构少、市场化不足等问题，企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部份企业诚信仍然缺乏、投资风险大，帮助

企业进行技术评估、成果转化、引进战略投资、发展规划咨询、知识产权评估等高层次方面的服务能力、水平很有限等。 

1.2产业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仍较突出 

一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制造业大多产业层次较低,重化特征明显,产业结构仍然以资源型为主，“两矿”“两

电”“两烟”传统产业仍占绝对优势，矿业企业增加值仍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二是产业结构偏重、偏粗、

偏散。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如有色金属和石墨新材料产业集群，主要以矿石开采和冶炼为主，有色

                                                        
1作者简介：王伟（1975-），女，湖南华容 a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2 

金属加工率低，仍属于粗冶炼。三是产品以中低端层次为主，附加值不高，自主品牌较少。产品的总体质量、性能、加工精度

相对不高，自动化程度低。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值所占比重较低，还不足 10%,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质量低，缺乏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关键配件和核技术受制于人。 

1.3农村生产生活污染较为严重 

部分农业生产区地处偏远，农民生产观念落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粗放。如农户按经验施肥,施肥过程不注重养分元素

科学搭配,为防治病虫害随意用药，不按使用规定安全用药,还有一些农户按照习惯焚烧秸秆,家畜粪便到处堆放，生活污水、生

活垃圾随意排放，极易造成水源污染。 

1.4生态环境依然脆弱 

郴州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是全国 19个重点产煤地市之一。矿冶历史悠久，长期以来采掘业一直是郴州的主导

产业，开发利用的矿产地达数百处，鼎盛时期全市有大小规模不等的有色金属采选企业 1000余家，因矿山开采造成地表沉陷面

积达 210 平方千米，至今全市仍有尾砂库 200 余座。多年来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导致部分区域及工矿场地、河道、土壤受到

污染。陶家河流域内因尾砂淤积造成污染的河道长度达 27.5公里，尾砂淤积量约为 3000万立方米，主要为砷、铅、锌等污染，

局部存在镉、铜、锑等污染，涉及临武、桂阳、嘉禾三县 10余个乡镇，由此带来的历史遗留环境污染风险问题亟待解决。郴州

是湘江、珠江、赣江的重要水源之一，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株潭城市群战略水源地。多年来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导致

部分区域及工矿场地、河道底泥、土壤受到污染，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生产。水污染问题是目前环境治理最棘手、群众反映最

突出的问题。 

2 郴州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对策 

2.1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激发绿色发展驱动力 

一是要利用郴州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风景独特、政风清正的优势“筑巢引智”。政府部门要尽快组建相关人才管理机构，

灵活利用外脑智力资源，加强专业人才的联络工作，尤其要力争郴州籍高级人才对郴州创新发展积极支持。要积极与省内外产

学研的联系与联合，引进或借鉴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要积极加强与科技部与科技厅沟通协调，争取世界、国家和省里科技人

才和技术支持。二是苦练内功，增强本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争取以高新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技术为核心、以郴州职业

技术学院、郴州技师学院、郴州理工学校、郴州工业交通学校为主体组建一所具有较高质量的、能支撑郴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

工科本科院校以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科技企业组建研发平台，加大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的培育力度，推进

郴州可持续发展产业创新研究院、新材料创新研究院建设,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壮大各类创新主体，把湘南学院至高新园

区的片区打造成郴州的“硅谷”。三是有效聚集国内外创新资源，组建高水平的郴州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协同开

展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水质处理及水环境工程技术的开发研究，为解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的瓶颈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加强亚欧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郴州分中心建设。 

2.2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引领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认真研究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内涵，分析郴州产业现状和区域特点，立

足园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努力寻找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合理确定新兴产业布局，要紧扣水资源持续利用和绿色发展这

一主题，找准发展定位。着力培养壮大康养产业和大数据两大主导产业,统筹生态、文化、旅游以及民俗风情，打造郴州绿色文

化旅游康养等体验标志性产品。二是立足自身优势,着力引导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挥郴州农业的优势，推动农村农业产业化发

展，加强绿色农产品直供粤港澳，建设农业强市；挖掘郴州在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电子信息、大数据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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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以优势产业和核心企业为突破口，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发挥产业集群的优势以及龙头带动作用。

三是大力实施育链战略。要加快培育电子信息、新材料、数控装备等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链，以技术领先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

点。瞄准国家和省市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强势组织高新科技项目招引，为发展高科技特色产业培植亮点、积蓄后劲，推动上

下游企业延长产业链，链接成群，抱团发展。 

2.3推进城乡融合，引导乡村居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一是要构建城乡融合互补的发展模式。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实施资源互补型、联合发展型等多种

形式城乡合作，按照农村农业优先发展的要求，引导资源流向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部门，逐步推动农村地区产业集聚。二是要

全面提升乡村城镇化发展质量。结合各乡村自然资源特色加强康养小镇建设，提升各乡镇的城镇水平和质量，持续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三是要大力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郴

州农产品品种多样且品质优良，但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不高。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土地和服务适度规模化

经营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农业发展，以科技引领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和普及科学种养，推广应用节约型技术。 

2.4完善体制机制,营造可持续发展良好环境 

一是推进绿色技术体系建设和应用。以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为目标，由政府引导，整合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

资源,建立政经产学研用联合运作系统,突出水污染源阻断、重金属污染修复与治理等技术研发和集成应用攻关，重点解决长期

存在的由有色金属资源粗放式采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二是大胆开展促进绿色发展制度创新实验。以建立东江湖流域所涉及

的“一市三县”（资兴市、汝城县、桂东县、宜章县）的生态补偿机制为契机，进一步探索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结合

矿区综合治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绿色化开发机制；拓展市场资金渠道，创新发展绿色金融机制。三是推进绿色文明城市的建

设。绿色化的产生，不仅是在颜色上进行定义的，也是文明、低碳和环保理念的形成。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下，不仅尊重

自然，促进产业结构的科学合理性，也能对民生政策进行完善，大力倡导居民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在整体上为其创建合适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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