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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 

张坤
1
 

（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通过总结 1949 年至今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历程，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分析发现长株潭

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经济科技优势不明显、各市 GDP差异较大等影响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问题，基于行政管理学角度，

提出了长株潭城市群各地方、政府在一体化协同发展中应采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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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含长沙、株洲、湘潭三大湖南省经济发展核

心增长极。长株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 40km，结构紧凑，是湖南省中部崛起战略的强大核心，也是湖南充

分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的核心力量。 

1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历程 

长株潭城市群从概念形成到现在经历了较长时间，按照建国后至今的时间轴线，可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长株潭三市的前

期发展、长株潭经济区概念的提出、长株潭一体化的准备阶段、启动阶段和提升阶段。 

1.1长株潭三市的前期发展（1949-1979年） 

长株潭城市群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有学者提出将长沙、株洲、湘潭三个毗邻城市合并的构想，并更名“毛泽东

城”。20世纪 50年代，也是二战之后世界两级格局对峙时期，为适应世界工业化浪潮，中国先后制定了“一五”和“二五”计

划。这一时期内，结合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进行了 156个重点项目的投资建设，其中长株潭地区就包含了至少 15个重点

项目，大型企业有（株洲）南方动力机械厂（1951 年建）、长沙机床厂（1951 年建）、株洲洗煤厂（1959 年建）、长沙重型机械

厂（1959年建）；大一型企业包括长沙机床厂（1951年建）、（湘潭）江南机械厂（1952年建）、湘潭纺织印染厂（1954年建）、

株洲冶炼厂（1956年建）、株洲化工厂（1956年建）、湘潭电机厂（1956年建）、株洲电厂（1957年建）、株洲硬质合金厂（1958

年建）、（湘潭）湖南钛合金厂（1958年建）、（湘潭）湘乡铝厂（1958年建）、湘潭钢铁厂（1958年建）、长沙重型机械厂（1959

年建）、株洲玻璃厂（1959年建）等。此阶段初步奠定了长株潭地区钢铁工业、机械制造、纺织化工的工业雏形。 

1.2长株潭经济区概念的提出（1980-1996年） 

20 世纪 80 年代后，国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设立了四大经济特区（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在国家

宏观发展政策的影响下，1982 年张萍向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提交了“把长株潭三市作为湖南省一个整体经济中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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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至此，长株潭第一次进入了湖南省决策层视野。1984年 11月，湖南省委常委形成了《关于建立长株潭三市经济区的问题》

会议纪要，正式定义长株潭经济区，即“长株潭经济区不是一级行政层次，而是打破行政区划，把横向的经济联系用网络联结

起来的经济联合体”。1985年 1月，长株潭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长株潭经济区建设正式启动。 

此阶段明确了长株潭经济区的概念，为今后长株潭一体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由于资金筹措等问题，长株潭一体化进展

稍显缓慢。 

1.3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准备阶段（1997-1999年） 

1997年 3月，湖南省成立了长株潭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1998年启动了长株潭三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五同规划”，即交通

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共享、环境共治。并提出了《湘江生态经济带的概念性规划》。1999年，湖南省明确提出推进

长株潭一体化。 

此阶段为之后长株潭进入真正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先期基础。 

1.4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启动阶段（2000-2006年） 

2000 年后，长株潭一体化进入了实质性发展。先有世界银行将长株潭作为在华首批试点，开展了长株潭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CDS）。随后，湖南省编制了《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十五规划”》。2002 年，又推出了《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湘江生态经

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等一系列文件。2003 年，长株潭开始进行湘江生态经济带建设。2004 年编

制了《2004-2010年长株潭老工业基地改造规划》。2005年长株潭城市群建设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成为中国内陆地区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湖南省首次提出了“3+5城市

群”的概念。“3+5城市群”是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的岳阳、常德、衡阳、益阳和娄底 5大城市为

圆周，兼顾大湘西开发和湘南开发的全新理念。从 2006年开始，长株潭城市群开始实施同一规划、同一财政政策、同一环保政

绩考核标准、同一环保执法队伍的“四个一”政策。 

至此，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进入政策强力支持时期。 

1.5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提升阶段（2007-2019年） 

2007 年，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同时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此，长

株潭从国家级层面上获得了中央更多的政策支持。 

2008年，《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20年）》获批，大河西先导区（今湘江新区）、滨湖示范区、云龙示范区、昭山

示范区、天易示范区先后挂牌成立。2009 年直接由湖南省发改委管理的湖南省两型办（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

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挂牌成立。2011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获批，2012年《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

绿心地区保护条例》随其而至。2014 年长株潭又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5 年湖南省政府颁布了经 2014 年调整的新《长

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20 年））》，为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最新、最科学的指引。2016 年长株潭获批“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成为全国四大示范城市群之一。2017年湖南省又出台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规划管理办法》。

2019年 7月，长株潭城市群“三干两轨”正式开工。 

至此，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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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现状 

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株潭三市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重点。长沙重点发展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新材料、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新能源以及文化、金融、现代物流等产业；株洲重点发展交通设备制造、有色金属深加工、新能源汽车、航空、新

材料、食品、工业及日用陶瓷、物流、汽车零配件、基础化工等产业；湘潭重点发展宽厚板及加工、轿车整车及零配件、矿山

及专用设备、新能源装备、红色旅游、职业教育等产业。并且形成了长沙麓谷创新谷、株洲中国动力谷和湘潭智造谷三大科技

创新基地。 

2019年，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 16835.0亿元，占据了湖南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约 42.34%。长株潭以全省 1/7的土地面积、

1/5的全省人口，创造了湖南省全省 4成的生产总值。 

3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长株潭城市群从上世纪 80年代提出，已历经约 40年的发展，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3.1与其他城市群类比，经济科技优势不明显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虽有近 40年的时间，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地区、武汉 1+8城市圈、中原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等相比，长株潭城市群仍然不具备明显优势，甚至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且三市发展水平不一，长沙在经济、科技

等各方面大幅超过株洲和湘潭，与株洲、湘潭还存在产业关联度不甚紧密等问题，这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带来一定

的阻碍。 

3.2各市 GPD差异较大增加了协同发展难度 

据湖南省统计公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2019年 GDP分别为 11574.22亿元、3003.13亿元和 2257.6亿元，占湖南省 GPD

的比例分别为 28.58%、7.42%、5.57%，差异明显。长株潭三市较大的经济差异增加了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难度。 

4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群一体化就是要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大城市的集群效益，在各个城市之间形成强有力的产业关联，

进而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等目的。在这里，城市群中各城市政府之间的协同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合理的政府引导与市场

机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是打造城市群一体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 

从长株潭实际情况来看，政府除在生态环保、交通通达、城市规划等方面要进行严格统一外，还需要打破“平衡分配”的

“公平”理念，要根据市场经济自身的调节，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科学合理分配，不要因为为了彰显“公平”而进行重复性的基

础设施建设，因为，市场经济规律中，机会均等不等同于资源配置均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上而下式的双层政府协调

机制以及城市联盟式政府协调机制值得认真分析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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