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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

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工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面向未来，湖南人民正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锐意改革，积极进取，沿着有湖南特

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阔步前行。

一、30年历程波澜壮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序幕，伴随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湖南工

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 30年历程。这段历程，总

体是一个由局部到全面、由浅层到深层、由单

一到统筹，逐步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的过

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浅层试点（1979-1986年）

本阶段湖南工业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

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通过调整国家与企业

的分配关系、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减轻税

负、利改税、简政放权、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等

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

生产积极性，改变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

缺乏生机活力的状况。

（二）第二阶段：全面铺开（1987-1991年）

本阶段湖南工业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全面

推行经营承包制，完善企业经营机制，通过全

面实施厂长负责制、劳动合同制、干部聘任制、

工资绩效制等改革措施，全省工业企业在“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方面

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三）第三阶段：深入推进（1992-2002年）

本阶段湖南工业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转换

企业经营机制，通过破产兼并、增资减债、股份

制改造、联合重组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改革领域不断扩大，改革层次不断

深化，工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了由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四）第四阶段：科学发展（2003年至今）

本阶段湖南工业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突出

工业主导，调整优化结构，加强经贸合作，提高

集约程度，强调创新驱动，狠抓节能减排，更加

注重工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别是省

第九次党代会确定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

省的第一推动力，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带动战

略以来，湖南工业迎来了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的战略机遇。

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持续

◆湖南省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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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0年发展成就辉煌

改革开放给湖南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生机和活力。30年来，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进

程，湖南工业经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

根本转变。

（一）企业数量日益增多，工业体系门类齐全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

显著标志，就是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

1.企业数量不断增多。1978年，全省乡及

乡以上 [1]工业企业 16419 个；1997 年，达到

22919个；2004年，根据湖南省第一次经济

普查结果，全省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共有

45460 个 ， 比 1978 年 增 长 1.76 倍 。

1979-2004年年均新增工业企业上千家[2]。其

中，规模工业企业由 1998年的 4554个增加

到 2007年的 10201个，9年间规模工业企业

数量增长 1.24倍。

2.工业体系趋于完整。2004年，全省有采

矿业企业法人单位 6916个，制造业企业法人

单位 35808个，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企业法人单位 2736个，除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之外，全省工业企业覆盖国民经济的 3个门

类、38个大类、180多个中类行业，形成了门类

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二）工业生产运行提速，经济总量不断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经济实力大大增强。2007年，全省工业增加值

由 1978 年的 51.94 亿元增加到 3375.87 亿

元，年均增长 12.3%。其中，规模工业增加值由

1998年的 436.31亿元增加到 2853.84

亿元，年均增长 17.9%。规模工业增加

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1998

年的 45.4%增加到 84.5%，提高 39.1

个百分点。

从纵向对比看，30年来湖南工业发

展大致经过了四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

1978-1981年，1978年为峰顶，工业增

加值增长速度达到 21.6%，1981年为谷

底 ， 增 速 仅 为 1.4% ； 第 二 个 周 期 为

1981-1989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 1981年起

一路上扬，个别年份有所回落，在 1988年达到

[1] 1997年以前，我国工业的统计范围按隶属关系划分，分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非独立核算

生产单位、村办工业、城镇合作工业、农村合作工业、城镇个体工业、农村个体工业六大部分。（1984年以前村办

工业不在工业统计范围内）。

[2] 1998年以后，非普查年份仅统计规模工业企业数。

100



湖
南
经
济
社
会
辉
煌
成
就30

年

峰顶（15.3%），随后的 1989 年迅速下滑跌入

谷底，增速仅为 3.0%；第三个周期为

1989-1999 年，1993 年达到峰顶（20.0%），

1999年跌入谷底（9.0%）；第四个周期为 1999

年至今，工业增加值增速基本保持在 10%以

上，在 2004年达到第一个高峰（15.9%）,经过

2005 年的短暂调整后继续攀升，2006 年、

2007年一直保持在高平台上加速运行，2007

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幅。

从横向对比看，经 90年代中后期较长时

间的低迷盘整，近年来我省工业经济增速不断

加快，工业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呈现恢复性

上升势头，湖南工业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提

高。2007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 3.1%，

比 1994年的最低位时提高 0.56个百分点。

（三）技术装备逐步改善，生产能力明显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工业通过大规模投资

建设和技术改造，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而且拥有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为工

业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1.工业投入大幅增加。2007年，全省城镇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1437.65亿元，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 33.5%；城镇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由 2000 年的 66.44 亿元增加到 1008.50 亿

元。2007年末，全省拥有规模工业固定

资产净值余额 2723.23亿元，比 1978

增长 30.2倍；从业人员人均装备水平

为 14.59万元，比 1978年的 0.34万元

提高 41.9倍。

2.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随着工

业投入快速增长，装备基础逐步改进，

工业品生产能力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7 年，全省发电设备装机容量

2131.06万千瓦，比 1978年增长 7.4

倍；原煤年生产能力 6523.68万吨，增长 1.2

倍；钢材、水泥等年生产能力分别为

1588.03万吨、7563.48万吨，分别增

长 11.4倍和 4.9倍；卷烟年生产能力

386.37 万箱，增长 3.48 倍；汽车年生

产能力 34.6万辆，增长 251.5倍。

3.工业产品产量连年翻番。改革

开放以来，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

成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地大幅增长。

2007年末，发电量 814.12 亿千瓦小

时，比 1978年增长 7.7倍；原煤 4852.35万

吨，增长 81.6%；水泥 5556.72万吨,增长 15.1

倍；成品钢材 1303.1万吨, 增长 23.9倍；布

4.99亿米，增长 65.1%;卷烟 317.44万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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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5倍；机制纸 222.62万吨，增长 10.5倍；

汽车 13.46万辆，增长 1308倍；十种有色金属

160.89万吨，增长 8.6倍。

4. 主要产品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明显提

升。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湖南许多工业产品

占据先机，产量处于全国优势地位。2006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00种主要产品中，湖南有

22种产品的产量居全国前十位，如锌产量居第

1位，铅、中成药居第 2位，卷烟、罐头、合成橡

胶居第 3位。工业产品在产量提高的同时，品

质也不断升级，全省涌现了一大批名优特新产

品。截止 2007年底，全省有 33个产品获中国

名牌产品称号，有中国驰名商标 36个，中国名

牌和驰名商标数居中西部地区前列。

（四）各类经济竞相发展，工业结构渐趋优化

1.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改革开放以

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比重逐步提高。在

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其他经济类型

所占比重由 1978 年的 75:25:0 演变为 2007

年的 19.3:2.3:78.4，湖南工业呈现出国企、民

企、外企“三轮驱动”、齐头并进的格局。一是国

有企业改革成效显著。目前，全省基本完成了

以股份制和资产重组为主要形式的国有工业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工业企业活力大大增

强。2007年，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比 1978年

减少 85.6%，但工业总产值增长 14.3倍。二是

股份制经济快速崛起。2007

年，全省股份制规模工业企业

5614家，占规模工业企业总户

数的 55.0%；实现工业增加值

1514.28 亿 元 ， 占 全 省 的

53.1%，已成为湖南工业发展

的主力军。三是外商和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平稳发展。2007

年，全省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 539家，占规模工业企业

总户数的 5.3%，实现工业增

加值 217.27亿元，占规模工业的 7.6%，成为

湖南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非公有制

工业占据半壁江山。2007年，全省非公有制规

模工业增加值 1487.45亿元，占全部规模工业

的 52.1%。

2.区域经济布局趋于合理。改革开放以来，

全省各地区的工业经济均有了较大的发展，基

本形成了以资源为依托、以城镇为中心、以园

区为载体的配置格局。2007年，全省 77个省

级及以上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为 843.0亿元，

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 29.5%，工业集群集聚发

展的态势明显；县域工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全省 122 个县（市、区）中，工业增加值超过

100亿元的有 5个（武陵区、长沙县、雨花区、

浏阳市、石峰区），过 50亿元的有 13个，过 10

亿元的有 78个；优势地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比较明显，长株潭、“一点一线”和“3+5”地区工

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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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企业大中小型划分按 2003年《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标准执行，2003年以前标准

有所不同。

69.4%、79.2%。

（五）重点企业成长迅速，支柱产业初具雏形

1.重点企业做大做强。由于认真贯彻“抓大

放小”、“扶优扶强”的方针，大中型工业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2007年，全省大中型[1]工业企业

721家。虽然全省大中型工业总户数仅占规模

工业企业总户数的 7.1%，但其规模工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计、利税总额、职工

人数所占比重却分别高达 54.2%、69.6%、

69.4%、66.9%和 42.9%。

2.传统产业加快发展。卷烟、建材、煤炭、电

力、有色、食品、钢铁、化学等 8个行业是我省

的传统优势行业。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行业通

过改造提升得到较快发展，2007年共实现增

加值 1610.58亿元，占规模工业的 56.4%，传

统产业对全省工业增长拉动作用较强。

3.优势产业支撑强劲。2007年，全省装备

制造、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生物医药、造纸建

材、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实现增加值 2159.26

亿元，占规模工业的 75.7%；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6360.63亿元，占规模工业的 76.2%；实现

利润 393.66亿元，占规模工业的 80.6%，优势

产业已经成为支撑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六）主导地位显著增强，贡献作用十分突出

1.工业成为全省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改革

开放以来，湖南工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保持了年

均 12.3%的增速，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保持了

平稳加快的发展态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逐年提高，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明

显。2007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 36.7%，比 2001年提高 5.9个百分点，比

1996年提高 5.6 个百分点，比 1991 年提高

7.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9.6%，

拉动经济增长 7.1个百分点，已成为国民经济

名副其实的主导行业。

2.工业成为财政增长的主力。由于工业规

模壮大，企业效益改善、利税增加。2007年，全

省规模工业应缴税金 630.58亿元，比 1998年

的 148.84 亿元增长 3.24 倍，年均增长

17.4%；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应缴税金由 1978

年的 10.33亿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151.46 亿

元，增长 13.66倍，年均增长 15.2%，是财政增

收的重要源头。

3. 工业成为促进居民就业增收的主体。

2007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195.47

万人，比 1998年增加 8.92万人，增长 4.8%；

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由 1978 年的

138.08万人增加到 1997年的 300万人，增长

1.17倍。2007年，全省规模工业应付工资总额

由 1998 年的 112.82 亿元增加到 492.18 亿

元，年均增长 17.8%；比 1978年的全社会工业

企业职工工资总额还多 485.09亿元。

三、30年回顾经验启示

（一）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和富民强

省的热切期盼，必须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突出

工业的第一推动力地位

实践证明，湖南发展的差距在工业，潜力

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我们必须以不进则退、

慢进亦退的忧患意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拼博精神，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

摇，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坚持

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第一推动力，全力以赴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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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抓工业，以工业的大发展促进富民强省的

大跨越。

（二）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和前所未

有的战略机遇，必须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

题，用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

1978年以来，通过放手发展、转制搞活、

开放引进等改革举措，国有企业走出困境，集

体企业迎来新生，非公有制企业迅猛成长，湖

南工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实践证

明，改革开放是发展湖南工业的根本动力和出

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各种

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保持工业平稳较快发展的

压力加大。推进新型工业化、承接产业梯度转

移、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两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等，既是战略机

遇，又是历史责任，必须始终坚持和依靠改革

开放，革除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大范

围地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使湖南新型工业化发

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三）面对世界经

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

大融合，必须坚持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

则，充分发挥好企业

的主体作用

改 革开放的 过

程，实质上是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

过程，是市场配置资

源比例不断提高的过

程。改革开放以来，正

是由于引入了市场机

制，较好地发挥了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微观主体的活

力才得以迸发。在经济一体化、产业融合化的

条件下推进新型工业化，更需要依靠市场这只

“无形的手”，充分调动和发挥好工业企业的积

极性。

（四）面对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和资源环境

约束增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要求，切实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近年来，湖南坚持“三个立足”，守住“四条

底线”，关停整治了一批“五小企业”，有效遏制

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整

体而言，目前湖南工业化发展水平还不高，产

业规模偏小，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经

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压力

较大。放眼未来，湖南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节能环保，着力调

整工业结构，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集

约、高效、内涵式发展的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执笔：李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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