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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的重要变量ꎬ文章对湖南的区域规划进行了分析ꎬ回顾了改革开放后湖南区域政策

的演变ꎬ并采用系统熵、基尼系数、偏态系数等指标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价ꎮ 经过评价ꎬ发现湖南落后地区同省内发达地区的差

距在不断扩大ꎬ但 ２０１０ 年后这一趋势有所放缓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提出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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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ꎬ恰
当的区域政策ꎬ能够引导地区经济加快发展ꎬ而不当

的区域政策ꎬ便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或带来其它

消极影响ꎮ 虽然ꎬ区域经济的发展ꎬ跟本身的历史、
文化、气候和经济等因素都有关系ꎬ但区域政策无疑

是个重要变量ꎬ是政府可以灵活把握的一个重要

因子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湖南区域经济的发展ꎬ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ꎬ但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回顾湖南区域政策

的演变ꎬ对其进行评价与反思ꎬ促进我省区域经济在

更好的轨道上加速发展ꎬ获得更高的质和量ꎬ无疑是

很有价值的[１]ꎮ

一　 湖南的区域规划

(一)在省域空间分区方面[２]:按照自然、经济、
人文、地理等因素ꎬ一般把湖南划分为湘东、湘西、湘
北、湘南、湘中ꎮ 各个城市到底归属哪个分区ꎬ没有

统一的划分方法ꎬ例如ꎬ有时把邵阳归入湘中ꎬ但有

时出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需要ꎬ也把邵阳归入湘西ꎬ
在湖南省十二五规划中便将邵阳整体纳入大湘西开

发范围ꎮ 经过十二五建设ꎬ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

南、大湘西四大板块先后实现国家战略全覆盖ꎮ
(二)在省域空间轴带方面[２]:湖南的区域经济

布局多围绕铁路、公路、水系等交通干线展开ꎮ 八五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计划中五区一廊的建设ꎬ便是指湖南沿

湘江流域从北到南的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 ５

个省辖市及由此所形成的经济走廊ꎮ 在这个规划的

西线开发中ꎬ便考虑枝柳线的战略地位ꎮ 九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计划决定实施一点一线优先发展战略ꎬ
其中ꎬ一点指长株潭城市群ꎬ一线指沿京广铁路和京

珠高速公路ꎬ北起岳阳ꎬ经长沙、株洲、湘潭、衡阳ꎬ南
至郴州 ６ 市所形成的一条经济走廊ꎮ 同时ꎬ湖南提

出利用处于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江开发开放带的

有利 条 件ꎬ 迎 接 浦 东 的 经 济 辐 射[３]ꎮ 十 一 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规划中ꎬ提出着力培植和发展新的经

济增长带ꎬ引导洛湛铁路、潭邵和长常张等高速公路

沿线地区加快发展ꎮ 十三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规划中ꎬ
提出对接“一带一路”ꎬ加快建设“一核三极四带多

点”ꎬ 而“四带”就是京广高铁经济带、沪昆高铁经

济带、环洞庭湖经济带和张吉怀精品生态文化旅游

经济带ꎮ
(三)在省域空间节点方面:湖南主要以长株潭

为重点ꎬ加快发展区域中心城市ꎻ以小城镇为重点ꎬ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ꎮ １９９８ 年ꎬ湖南提出岳阳、郴州

要发挥通江达海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ꎬ成为全省

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ꎮ 衡阳、常德、怀化要成为湘

南、湘西北、湘西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心ꎬ其他地级市

要发展成各具特色的区域重镇[３]ꎮ

二　 湖南区域政策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ꎬ湖南一直实行重点地区优先发

展和薄弱地区重点扶植的政策ꎮ 重点地区主要指以



长株潭为核心的一点一线地区ꎬ而薄弱地区主要指

湘西地区ꎮ 表 １、表 ２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区

域政策的演变[３]ꎮ
由于受历史、自然、经济、人文等综合因素影响ꎬ

湘西地区与全省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比较大ꎬ经济

比较落后ꎮ 例如ꎬ２００１ 年ꎬ长沙 ＧＤＰ 为 ７２８. ０８ 亿

元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２４３６ 元ꎻ而湘西州、怀化、张家界

分别为 ７２、２１４. １５、６６. ７１ 亿元ꎬ人均 ＧＤＰ 分别为

２７４６、４４１５、４２７３ 元ꎮ 另外ꎬ湘西地区第二产业普遍

比较落后ꎬ财政收入也比较低ꎮ

表 １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湖南区域政策的演变

规划文件 时间段 区域政策内容

六五计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１９８４ 年ꎬ湖南省常委会议就建立长株潭经济区作出决定ꎮ １９８５ 年ꎬ长株潭启动 １０ 大工程建
设项目ꎮ
　 １９８５ 年ꎬ湘西地区成为以工代赈的主要对象ꎬ政府通过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ꎬ
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ꎮ

七五计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１９８６ 年ꎬ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在五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ꎬ长株潭区域规划开始进行战略
研究ꎮ
　 １９８６ 年ꎬ湘西地区成为扶贫开发的主要对象ꎮ

八五计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１９９２ 年提出建设五区一廊的战略构想ꎬ即沿湘江流域从北到南的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
阳 ５ 个省辖市及由此所形成的经济走廊ꎮ １９９４ 年ꎬ省委要求加快湖南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ꎬ逐
步缩小西部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ꎮ １９９５ 年ꎬ省政府印发«湖南省加速西线开发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０ 年总体规划»ꎮ 同时ꎬ“八五”提出执行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ꎬ争取将洞庭湖综合开发
纳入国家计划ꎮ

九五计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１９９７ 年提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和以长株潭为核心增长极的一点一线地区优先发展区域带ꎮ
沿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ꎬ在地区区位、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和交通条件等方面具有
相对优势ꎬ重点发展ꎬ使之成为全省高效益的商贸走廊、高科技工业走廊和外向型经济走廊ꎮ
２０００ 年ꎬ世界银行组织专家到湖南开展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ꎮ ２０００ 年ꎬ国务院明确湘
西自治州比照执行国家西部开发政策ꎮ

表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湖南区域政策的演变

规划文件 时间段 区域政策内容

十五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优先发展一点一线地区ꎻ提出湘西开发战略ꎮ 大力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ꎬ在加快实施交通、
电力、信息、金融、环保等 ５ 个网络规划的同时ꎬ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ꎬ使之真正成为全省经济
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和现代化、生态化的网状城市群ꎮ 湘西自治州要紧紧
抓住列入国家西部开发范围的有利机遇ꎬ用足、用好国家政策ꎬ着力改善投资环境ꎮ 加快交通、
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ꎬ推进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深度加工ꎮ

十一五计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进一步推进以长株潭为龙头的“一点一线”地区率先发展ꎮ 加大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规划实施和
项目建设力度ꎬ努力建成全省高新技术研发区、先进制造业成长区、大型企业集聚区和战略投
资者合作区ꎬ把长株潭建设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ꎮ
加快湘西地区的开放开发ꎮ 抓紧制定湘西开发滚动规划ꎬ加大政策、资金、产业、人才等方面的
扶持力度ꎬ不断改善湘西地区发展条件ꎬ稳步提高湘西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ꎮ 突出产业发展ꎬ
集中力量发展农产品加工、中医药、竹木、水电、旅游等产业ꎮ
提出加快“３＋５”城市群建设ꎮ 加快以长株潭 ３ 个城市为中心ꎬ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ꎬ包括
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 ５ 个城市在内的“３＋５”城市群建设ꎬ同时重视大湘西开发和湘南
开放ꎮ

十二五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促进环长株潭城市群率先发展ꎬ充分发挥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
策优势ꎬ加快转变发展方式ꎬ大幅提高城市群综合实力ꎮ
加速崛起大湘南ꎬ紧紧抓住沿海产业转移和国家支持珠三角、北部湾发展的有利机遇ꎬ加快开
放开发步伐ꎬ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ꎮ
扶持发展大湘西ꎮ 继续把大湘西作为我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ꎬ将邵阳整体纳入大湘西开发范
围ꎬ积极推动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建设ꎬ落实湘西自治州、张家界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
起、民族发展、扶贫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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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规划文件 时间段 区域政策内容

十三五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推进四大板块协调发展:推进长株潭地区率先发展ꎻ扶持大湘西地区加快发展ꎻ推进湘南地区
开放发展ꎻ推进洞庭湖地区生态发展ꎮ
建设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壮大长株潭核心增长极ꎻ培育岳阳、郴州、怀化增长极ꎻ打造京广、环洞
庭湖、沪昆、张吉怀经济带ꎻ培育若干新增长点ꎮ

三　 湖南区域政策的评价与反思

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湖南行政区划的变更

和一些统计数据无法获得ꎬ本文以 ２００１ 年以后的统

计数据为根据ꎬ对湖南的区域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ꎮ
评价指标主要围绕关键数据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展

开ꎬ利用系统熵、基尼系数和偏态系数等统计量对其

进行计算、分析ꎮ
(一)系统熵

熵是物理学概念ꎬ后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地
理、社会学、生物学等领域ꎮ 在这里ꎬ熵的定义如下:

Ｈ ＝－ ∑
ｎ

ｉ ＝ １
ｐｉ ｌｎｐｉ

　 　 其中ꎬ ｐｉ 表示某一城市 ＧＤＰ 占全省 ＧＤＰ 的比

重ꎬ也就是它的经济学概率ꎬｎ 表示城市数量ꎬ在这

里 ｎ 等于 １４ꎮ 在数学上ꎬ可以证明这样所计算的熵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ꎮ 熵值越小ꎬ表示全部经济空

间分布越集中ꎻ熵值越大ꎬ表示经济空间分布相对均

匀[４]ꎮ 把湖南 １４ 个市州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ＧＤＰ 数据代入上面这个公式ꎬ计算得到结果绘成曲

线如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区域经济空间的熵的变化

由图 １ 可见ꎬ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ꎬ湖南区域经济

空间的熵一直在下降ꎬ但在 ２０１０ 年后相对稳定ꎮ 这

说明湖南的区域经济空间分布越来越集中ꎬ但在

２０１０ 年后这一趋势相对稳定ꎮ 由表 １、表 ２ 的湖南

区域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ꎬ湖南的经济活动主

要集中在以长株潭为核心的一点一线地区ꎬ但在

２０１０ 年后ꎬ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联动发展的总体态

势初步形成ꎮ
我们再来分析人均 ＧＤＰꎬ这是反映地区发展水

平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ꎮ 把湖南 １４ 个市州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的人均 ＧＤＰ 计算出来ꎬ为简便起见ꎬ我们

只列举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的数

据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湖南 １４ 市州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的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长沙 １２４３６ ２３９６８ ２７８５３ ７１７１３ ７９５３０ １１５４４３
株洲 ８８２５ １４４９７ １６５２６ ３３１１５ ４０２９６ ５８３６３
湘潭 ８５０９ １２８３５ １４３７６ ３３１１１ ４０６７０ ６０４３０
岳阳 ７７８５ １２４０８ １４３４０ ３１１６７ ３４６５８ ５１２７３
常德 ６６８８ １１６８９ １３３３８ ２６７３１ ３２０００ ４６４０８
益阳 ４６３３ ８１６９ ８０８８ １８３１６ ２０４９６ ３０７７６
衡阳 ５４７５ ８８８８ １００５７ ２０５８５ ２４８０７ ３５５３８
郴州 ５６４５ １１１９７ １２５１６ ２５６３９ ２９３０５ ４２６８２
永州 ４４０４ ７１８６ ８１６７ １６２０７ １８１６８ ２６１６０
娄底 ４５０８ ８２３８ ９３８０ １８１５３ ２２０８８ ３３４３６
邵阳 ３３５０ ５４３９ ６１０６ １１５３９ １２７９７ １９１００
湘西 ２７４６ ４９９１ ５９１０ １２８５３ １４１３８ １９４８８
怀化 ４４１５ ６５９２ ７３５９ １５６２６ １７６４２ ２６０６０

张家界 ４２７３ ７５８８ ８６２７ １６７２３ ２００００ ２９４２５

　 　 数据来源:根据湖南统计信息网各年统计公报整理、计算得到ꎮ

在 ２００１ 年ꎬ人均 ＧＤＰ 最大的是长沙ꎬ为 １２４３６
元ꎬ人均 ＧＤＰ 最小的是湘西州ꎬ为 ２７４６ 元ꎬ最大值

是最小值的 ４.５３ 倍ꎮ ２００１ 年邵阳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３５０
元ꎬ比湘西州稍高一点ꎮ 在 ２０１５ 年ꎬ人均 ＧＤＰ 最大

的是长沙ꎬ为 １１５４４３ 元ꎬ人均 ＧＤＰ 最小的是邵阳ꎬ
为 １９１００ 元ꎬ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６.０４ 倍ꎮ ２０１５ 年湘

西州人均 ＧＤＰ 比邵阳稍高一点ꎬ为 １９４８８ 元ꎮ 这说

明湘西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ꎬ与省内发达地区的差

距较大ꎮ
另外ꎬ２００１ 年全省人均 ＧＤＰ 为 ６０５４ 元ꎬ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的是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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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ꎮ ２０１５ 年全省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２９６８ 元ꎬ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依然是长沙、株
洲、湘潭、岳阳、常德ꎬ其他市州依然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ꎬ只有郴州接近全省平均水平ꎮ 可见ꎬ全省区域经

济空间的等级分布ꎬ基本不变ꎮ
我们再来计算一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ꎬ如

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湖南 １４ 市州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速度

单位: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总增长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总增长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总增长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总增长率

长沙 １.９３ ２.５７ １.４５ ９.２８
株洲 １.６４ ２.００ １.４５ ６.６１
湘潭 １.５１ ２.３０ １.４９ ７.１０
岳阳 １.５９ ２.１７ １.４８ ６.５９
常德 １.７５ ２.００ １.４５ ６.９４
益阳 １.７６ ２.２６ １.５０ ６.６４
衡阳 １.６２ ２.０５ １.４３ ６.４９
郴州 １.９８ ２.０５ １.４６ ７.５６
永州 １.６３ １.９８ １.４４ ５.９４
娄底 １.８３ １.９４ １.５１ ７.４２
邵阳 １.６２ １.８９ １.４９ ５.７０
湘西 １.８２ ２.１７ １.３８ ７.１０
怀化 １.４９ ２.１２ １.４８ ５.９０

张家界 １.７８ １.９４ １.４７ ６.８９

由表 ４ 可见ꎬ长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ꎬ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人均 ＧＤＰ 增长了 ９.２８ 倍ꎻ增长稍快的

有郴州、娄底、湘潭、湘西州ꎻ增长稍慢的有邵阳、怀
化、永州ꎻ其他各地区增长速度差不多ꎮ 由增长速度

判断ꎬ湘西地区依然是薄弱地区ꎮ
(二)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异的重

要指标ꎬ其计算公式如下[５]:

Ｇ ＝ ∑
ｎ

ｉ ＝ １
ＷｉＹｉ ＋ ２∑

ｎ－１

ｉ ＝ １
Ｗｉ(１ － Ｖｉ) － １

　 　 按每户家庭的人均收入排序ꎬ此时ꎬＷｉ 为每户

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ꎬＹｉ 为本户人均收入占人均

收入之和的比例ꎬ Ｖｉ 是 Ｙｉ 从 ｉ＝ １ 到 ｉ 的累计数ꎬ如ꎬ
Ｖｉ ＝Ｙ１＋Ｙ２＋＋Ｙｉꎮ

计算得到ꎬ Ｇ２００１ ＝ ０. ２１ꎬ Ｇ２００５ ＝ ０. ２２ꎬ Ｇ２００９ ＝
０.２５１ꎬＧ２０１３ ＝ ０.２３２ꎬＧ２０１５ ＝ ０.２５ꎮ

(由于计算繁琐和统计误差ꎬ只计算了这几个

节点)
可见ꎬ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基尼系数从 ０.２１

增加到 ０.２５ꎬ说明全省各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增加ꎮ

(三)偏态系数

Ｓ ＝ １
(ｎ － １) ｓ３∑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３

　 　 其中ꎬＳ 表示偏态系数ꎬｓ 表示样本标准差ꎮ 偏

差绝对值越大ꎬ表示数据偏斜程度越大[６]ꎮ 根据整

理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全省 １４ 市州人均 ＧＤＰ 的统计

数据ꎬ输入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可以得到各年人均 ＧＤＰ
的偏态系数ꎬ绘制成图如图 ２:

图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全省 １４ 市州人均 ＧＤＰ 的偏态系数

由图 ２ 可见ꎬ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ꎬ湖南 １４ 市州人

均 ＧＤＰ 的偏态系数基本上在上升ꎬ但到 ２０１０ 年后

相对稳定ꎮ 这说明湖南 １４ 市州的人均 ＧＤＰ 越来越

偏斜ꎬ但在 ２０１０ 年后这一趋势相对稳定ꎮ 比较图 １
和图 ２ꎬ可见它们的走向是一致的ꎬ也就是系统熵和

偏态系数得到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ꎬ同时它们与基

尼系数得到的结果也基本一致ꎮ

四　 优化区域政策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ꎬ通过多年区域

政策的实施ꎬ湖南各地区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ꎬ但总

体来说ꎬ发展差距在拉大ꎬ省内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

的差距很大ꎬ但可喜的是ꎬ在 ２０１０ 年后ꎬ这一趋势有

所放缓ꎮ 那么ꎬ针对这些问题ꎬ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和

宏观政策背景下ꎬ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一)把握“一带一路”新定位ꎬ抓住新的战略机

遇ꎮ 全省各地区要在对接“一带一路”中ꎬ加快自身

发展ꎬ增加 ＧＤＰ 总量ꎮ 各地区要利用周边通道ꎬ融
入“一带一路”ꎬ改善外贸结构ꎬ进行外贸转型升级ꎬ
促进外贸质与量齐升ꎻ推动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ꎬ进
行跨国兼并收购或就地建立生产基地ꎬ开展各种形

式的经贸合作[７]ꎮ
(二)加快长株潭一体化ꎬ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向

深入发展ꎮ 推进三市城市群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要素市场、环境保护等发展一体化ꎻ整
合三市技术、人才、创新平台等资源ꎬ促进三市协同

发展ꎮ 促进三市城市群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ꎬ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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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江沿线城市群合作ꎬ加快融入沿江产业发展链
[７]ꎮ

(三)进一步加大对湘西地区的政策、资金、产
业、人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ꎬ不断改善湘西地区发展

条件ꎮ 全面落实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脱贫攻坚、
西部大开发、革命老区建设、湘西地区开发等扶持政

策ꎮ 加快推进精准脱贫、交通通达、生态保护、重点

城镇、农村公共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工程建设ꎬ支
持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ꎬ努力缩小与全省发展

差距[７]ꎮ
(四)湘北的益阳、湘南的永州以及邵阳地区都

要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ꎬ抓住新的历史机遇ꎬ
实现经济的赶超ꎮ 益阳要大力发展船舶制造、绿色

食品加工产业ꎬ推进环湖公路网、滨湖生态城镇体系

建设ꎬ打造环湖生态文化旅游圈ꎮ 永州要大力开展

产业链招商ꎬ引进一批大企业、大项目ꎻ与衡阳一道ꎬ
推进湘桂经济走廊建设ꎮ 邵阳要努力承接产业转

移ꎬ与娄底一道ꎬ建设湘中经济走廊ꎬ发展沪昆高铁

经济带ꎬ 提高经济总量ꎬ 改变经济水平落后的

面貌[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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