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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来，岳阳经济发展全面提

速、突飞猛进，社会面貌天翻地覆、焕然一新，

居民生活提质升级、显著改善。沐浴 30年改革

开放的春风，岳阳从农业化社会跨入了工业化

社会中期，一个产业兴旺、城乡秀美、文化繁

荣、民生殷实、社会和谐的崭新岳阳像一颗璀

璨的明珠闪烁在洞庭湖东岸，光彩夺目，熠熠

生辉。

一、改革开放的历程

按照 30年来岳阳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成就，可大致分四个阶段。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1983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拉开了全

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在部分

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中共

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立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岳阳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

把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上来。1979年，在全市推行小段包工

定额计酬，接着在华容农村进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试点；1983年，在全市进行推广，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

放，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1984－1991年）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

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放开部分商品价

格，实行价格双轨制。1986年，国务院作出《关

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

包经营。一轮以价格双

轨制为标志、以非骨干

企业租赁、承包经营为

内容、以城市为主要载

体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岳

阳最先在纺织行业实

行承包经营，麻纺厂和

经编厂率先接受了改

革的洗礼，然后推广至

食品工业、制药业、机

械业以及各县的“五

小”企业等。岳阳地方

中小企业在改革中通

过优胜劣汰，重新洗

牌，获得新生，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实施后，价格

双轨制有效地促进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

工商业作为公有制商

业的补充在乡村和城

镇崭露头角，1983 年

兴建的大桥集贸市场

多年连续被评为全国

先进集体。三产业领域

的租赁、承包经营率先在交通运输、二商、供销

系统全面铺开，然后向一商、物质、外贸系统延

伸。岳阳的第三产业在有计划的商品制经济竞

争中发展壮大，蓬勃发展。

（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92－2001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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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1992年，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施

行；1993年，出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

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措施；1994年，进

行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1996年，外汇管理

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9年，明确非公有

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2001年，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成功

加入WTO。岳阳市紧紧抓住这轮

改革的每一个机遇，积极主动，抢

得发展先机。在此期间，全市先后

有 40家大中型工业企业建立了现

代企业制度，共推荐了 5家企业成

功上市融资；全市行政事业企业单

位职工福利分房全部取消，实行职

工住房分配货币化和私有化；职工

医疗由国家大包大揽被由国家、单

位、职工分担的医疗制度所取代；

财政金融、外向型经济、非公有制

经济都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四）科学发展观和谐崛起时

期（2002年至今）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在本

世纪头 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岳阳

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吸取历届

班子的执政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民本岳阳执政

和发展理念的施政纲领，即六大目标、九项工

程和以新型工业化带四化的发展战略重点，促

进经济总量实现大突破，经济结构呈现大跨

越，经济质量得到大提升，民生质量获得到大

改善，推动岳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提速，

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二、辉煌成就

（一）经济总量实现大突破

2007年，岳阳市实现生产总值 915.84亿

元，同比增长 15.2%，居全省第二，增幅创造

30年来最高水平，自 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

11.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 336

元增加到 17799元，年均增长 9.9％；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91.3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36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325元，

年均分别增长 11.9％、12.7％和 14.7％。

（二）经济结构呈现大跨越

产业结构。2007年，岳阳三次产业结构由

1978年的 43.9：42.1：14.0调整为 18.9：49.0：32.1。

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25个百分点，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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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比重分别提升 6.9和 18.1个百分点，标

志着岳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水平。

农林牧渔业结构。2007年，岳阳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结构比为 40.3：2.6：43.2：13.9，与

1978年比较，农业、林业分别下降了 41.1和 1

个百分点，牧业、渔业分别上升了 29.6和 12.5

个百分点；养殖比达到了 57.1%，比 1978年上

升了 42.1个百分点，岳阳农业结构由过去的

以种植为主转变为种养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工业结构。2007年，中央石化工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1978 年的 55.4%下降到

39.3%，岳阳逐步形成了以石油、食品、化工、

废旧回收、矿石建材、机械制造、造纸、纺织、电

力、医药等十大优势产业为支撑的产业格局。

2007年，十大优势产业实现增加值 349.18亿

元，比上年增长 20.2%，比 2000 年增长 3.95

倍，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91.6%，对规模

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93.4%。

服务业结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岳阳

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商务、居民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等为

代表的新兴服务业突飞猛进，逐渐形成了与以

交通运输、邮电、批发零售、餐饮业为代表的传

统服务业平分秋色的行业发展态势。2007年，

新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37.14

亿元，占第三产业比重由 1992

年的 24.6%提高到 46.6%，16

年间提高 22个百分点。

（三）区域经济取得大发展

改革开放给岳阳区域经济

发展注入了活力，特别是近几年

来岳阳县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逐步改变了过分依赖中央、省、市直经济的状

况，形成了中央、省市直、县域及区街经济三足

鼎立态势。2007年，岳阳中央、省、市直属企业

实现增加值 215.9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 23.6%，比 2000年下降 10.3个百分点；

区、街道经济（楼区、云溪、君山、经济开发区、

南湖风景区）实现增加值 202.17亿元，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 22.1%，比 2000年上升 7.8

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实现增加值 497.68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54.3%，比 2000年上

升 3.5个百分点。

（四）民生质量获得大改善

财政收入显著增长。改革开放 30年来，特

别是在民本岳阳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岳阳坚持

一手抓服务中央、省属企业创效增收，一手抓

地方经济提质升级、积极培育地方财源，财税

结构不断优化。2007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

60.87亿元，比 1978年增长 25.2倍。其中，税

收收入 46.42亿元，比 1978年增长 21.6倍。

规模工业利税快速增长。2007年，全市规模工

业利税 73.43亿元，比 2001年增长 3.4倍。

居民生活全面改善。2007年，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 33.2%，比 1987年下降 19.6个百分

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42.0%，比 1985年下

降 20.7个百分点。2007年末，每百户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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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拥有电脑 20台，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

有彩色电视机 95.8台、电话机 73.0台、移动电

话 90.3部。居住条件得到改善。2007年，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30.1平方米，比 1985

年增加 24.23平方米。

三、经验及启示

（一）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推

进器

1980年前后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农业的快速

发展。1983年，全市粮食产量 231.3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23.8％；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9.97亿元，比 1978年增长 52.6％。第一产业

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53.0％，农民人均

纯收入 308元，比 1978年增长 2.8倍。

1984－1991年，企业承包制和部分价格

放开机制促进了工业、乡镇企业和商贸业的发

展。1991年，岳阳乡镇工业企业 4.56万家，比

1978年增长 20.5倍；工业增加值 20.66亿元，

比 1978年增长 2.8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45亿元，比 1978年增长 4.8倍；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8 元，比 1987 年增长

66.1％；农民人均纯收入 734.4元，比 1978年

增长 8.1倍。

2001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355.11 亿

元，比 1978年增长 27.7倍，产

业结构为 27.7：38.6：33.7。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 7237元，比 1978

年增长 20.5倍。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7981元，突破了第

一阶段小康目标水平；农民人均

纯收入 2361元，比 1978年增

长 28.1倍。

2002年以后，岳阳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经济社会呈现出“经济起飞前”发展特征；公共

财政加大对农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支持力度，

民生质量不断改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环境

治理成效显著，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正在全面建设之中，岳阳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

展和谐崛起的新时期。

（二）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支撑

2007 年，岳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1978年的 1.67亿元增加到 319.93亿元，年均

增长 19.9%，超过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8.9个百分点。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也由 1979 年的 10.0%提高到 2007 年的

44.6%，29年提高了 34.6个百分点，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按照投资贡献率 20－

30％的国际标准，岳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与全省 60%以上的平均

水平比较，仍存在上升的空间。未来岳阳在

1000万吨炼化一体化、40万吨超级压光纸、华

能三期以及规划实施的小墨山核电站等一批

大项目的带动下，投资将保持强劲发展态势，

有效地支撑岳阳经济发展。

（三）必须制定具有地方特色适合地方实

际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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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来，岳阳历届领导班子在

准确把握形势和民意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因

地制宜，带领全市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岳阳实

际、具有岳阳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2004年以

来，市委、市政府逐步形成了“民本岳阳”执政

和发展理念，确立“产业兴旺、城乡秀美、文化

繁荣、民生殷实、社会和谐、走势强劲”六大发

展目标，突出发展“现代工业、现代航运物流

业、现代旅游业、现代农业”四大战略重点，走

具有岳阳地方发展特色的路子，岳阳进入“全

面提速、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初步预测，全市

人均生产总值将提前 7年实现翻两番目标。

（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要条件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岳阳改革开放 30年取

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条件。30年来，岳阳市委、市

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维稳工作，珍惜良好的团结

大局。特别是“民本岳阳”执政和发展理念，始

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围绕“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的目标，深入开展为民办实事工作，极大

地改善了民生。全市基本上形成三个层次五大

险种的保险框架。2007年，城镇职工失业率

4.1％，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分别达到 34.85 万、33.17 万、53.53 万；

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费人数达到 11.67万

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

善。2007年，农村基本实现通水、通电、通路、

通电话。一个共享和谐、共享成果、共同富裕的

“民本岳阳”如同一轮旭日在洞庭湖东岸喷薄

而出、冉冉升起。

（岳阳市统计局局长 吴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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