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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 30年，是湖南综合实力

提升幅度最大、城乡面貌变化最快、人民群众

受惠最多、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30

年来，全省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在

历届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民强省为目标，抢抓发

展机遇，开拓进取，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一、改革开放 30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四个阶段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四个阶段：

（一）改革起步阶段（1978 年 12 月－1984

年 9月）

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城市

也开始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尝试。与

全国一样，湖南的改革也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开始。1982年，全省 98％的农户实行

了不同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1984年，取消

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建立了乡

（镇）政府和村委会。1980年开始对农产品收

购体制进行了改革；1983年，取消了粮食等

一、三类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

购，其他二、三类农产品全部放开经营，大幅提

高了粮、棉、油、肉、蛋等农产品价格。通过改

革，放宽了农村政策，搞活了农村经济，保障了

农民生产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1978 年的

59.83亿元增加到 1984年的 128.28亿元；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1978年的 143元增

加到 1984年的 348元。

1980年，省政府下发《关于扩大国营企业

经营自主权的意见》，开始了企业改革的试点；

1981年 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企

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 年 8

月，省政府印发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的实施细

则》，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打破了实行几十年

的“大锅饭”，企业自主权得到扩大，企业活力

得到显著增强。全省工业增加值由 1978年的

51.94亿元增加到 1984年的 90.79亿元；全省

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146.99 亿元增加到

1984年的 287.29亿元，年均增长 7.9％。由于

改革处在起步阶段，经济波动相对较大，经济

增长速度波峰与波谷之间相差11.2个百分点。

（二）改革展开阶段（1984年 10月－1991

年 12月）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全省改

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中心任务是企业改

革，农村则进入了以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商品

改革开放促发展 三湘儿女创辉煌

◆湖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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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为主的第二步改革；同时，价格改革、财税

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起步。省委、

省政府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制定的企业工资改革、厂长（经理）负责制、

增强企业活力等系列政策措施。全省 1985年

开始进行企业工资改革，1986 年开始试行厂

长（经理）负责制；随后几年，厂长（经理）负责

制、劳动合同制、干部聘任制、工资绩效制在企

业全面实施，大大调动了干部、职工的劳动积

极性。全省工业增加值由 1985年的 110.05亿

元增加到 1991年的 242.96亿元，年均增长

9.4％，增幅比 1979－1984 年高 0.1 个百分

点；全省生产总值由 1985年的 349.95亿元增

加到 1991年的 833.30亿元，年均增长 7.6％。

这一阶段经济波动有所减小，但波峰与波谷之

间仍相差 8.4个百分点。

（三）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1992年 1月－2002年 11月）

党的十四大提出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后，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的

统一部署，以制度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和

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新的

宏观调控体系，在进一步深化农村、企业改革

的同时，对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

和流通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逐步推

进社会保障、土地使用、住房

等各项配套改革和机构改

革。各项改革全面推进，湖南

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

力，经济社会加速发展。期间

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

击，有效地遏制了高通胀，实

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全省生产总值先后在

1993年突破 1000亿元、1995年突破 2000亿

元、1998 年突破 3000 亿元、2002 年突破

4000亿元四个大关，2002年达到 4151.54亿

元，年均增长 10.1％。这一时期经济增速明显

快于前两个发展阶段，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前两

个阶段，波峰与波谷之间仅相差 4个百分点。

（四）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迈进阶段

（2002年 12月至今）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5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

会理论指导下，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

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

“一化三基”战略，即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坚

持一化带三化；加强三个基础，即加强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的富民强省战略，进一

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继续完善宏

观调控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保

障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领全省人民先

后克服非典、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和世界经济

增速放缓、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经

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呈现出又好又快的

发展趋势。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比 2006年

增长 14.5％，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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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居全国第 13位，比 2006年前移 9位。全省

生产总值由 2003 年的 4659.99 亿元增加到

9200.00亿元，年均增长 12％，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各项社会事业

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得到

实惠最多的时期。

二、改革开放 30年湖南经济社会建设成

就辉煌

30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锐意创新，全省

人民辛勤耕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

（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1978年以来，湖南经济发展从注重速度

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经济实力不断迈上

新台阶。

1.经济总量突破 9000亿元，即将进入“万

亿俱乐部”

2007 年，全省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146.99亿元增加到 9200.00亿元，年均增长

9.4％；人均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 286元增加

到 14492元，年均增长 8.4％。2008年前三季

度，全省生产总值达到 7694.80 亿元，全年有

望突破万亿元。

30年来，全省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长足

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我国农村改革

的序幕后，湖南农业稳步发展，特别是 2004－

2007年，中央连续发出 4个“一号文件”，农业

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2007年，全省第一产业

增加值 1626.52亿元，是 1978年的 27.2倍。

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其中，2007年粮食

总产量 2909.89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39.4%。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改善。其中，2007年

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 3684.43 万千瓦，是

1978年的 8.6倍。湖南用占全国 3％的耕地，

生产了占全国 6％的粮食，成为国家主要粮食

基地。

工业快速发展。作为农业大省，湖南工业

基础相对薄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

着全党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湖南通

过工业企业制度改革、加大投入、调整结构、推

进企业技术进步、扩大产品市场，发展逐步走

上快车道，特别是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加快推

进工业化进程、省第九次党代会确立“一化三

基”战略后，工业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运行质量

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工业面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 30年来，湖南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了 10大优势产业集

群和 77个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培育了华菱

钢铁、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一批在全国同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优势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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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发展迅猛。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

值由 1978年的 27.34亿元增加到 3657.04亿

元，年均增长 11.6％。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的

增加值分别由 1978 年的 5.91 亿元、9.71 亿

元、2.55 亿元和 2.03 亿元增加到 477.2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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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650.94亿元、211.74亿元和 322.62亿元，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3.2％ 、8.5％ 、13.3％ 和

11.5％。

2.地方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年均

增幅均超过 10％

30年来, 全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2007

年，财政总收入由 1978年的 28.98亿元，增加

到 1123.27亿元，年均增长 13.4％。工业盈利

能力增强。2007年，全省规模工业盈亏相抵后

实现利润由 1978 年的 14.15 亿元增加到

488.24亿元。工业经济效益指数由 1997年的

74％，提高到 2007年的 225.87％。城乡居民

收入大幅增长。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年的

324元和 143元增加到 12294元和 3904元，

年均分别增长 13.4%和 12.1%。

（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结构关系逐步改善

1.产业之间、产业内部的结构逐步优化

30年来，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1978年的

40.7 ∶40.7 ∶18.6 调 整 为 2007 年 的

17.7∶42.6∶39.7，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高，由 1978 年的

59.3％提高到 82.3%。三次产业结构由

1978－1991年的“一二三”，演变为 1992年的

“二一三”、1993年的“二三一”；1993－1998

年，第二产业比重居首，第二、三产业比重相互

起落；1999－2005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

产业；2006年后随着新型工业化的强力推进，

三次产业结构重新回归为“二三一”。

在第一产业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构成

由 1990 年的 60.7：5.5：29.5：4.3调整为 2007

年的 47.2：5.5：38.5：5.9。在工业中，规模工业增

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1998 年的

45.4％，提高到 2007年的 84.5％；优势产业增

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75.0％，提高到 2007年的 75.7％；新产品增加

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7.1%，提高到 2007年的 13.3%。全省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由 2005年的 1.40吨标准煤 /万

元，下降到 2007年的 1.313吨标准煤 /万元。

2.投资结构逐步优化，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2007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 1978 年的 20.15 亿

元 、54.50 亿 元 增 加 到 4294.36 亿 元 和

3356.49 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 20.3％和

15.3%。投资重点向工业倾斜。2007年，工业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 2000年的

17.5％提高到 37.2％；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

业投资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43.9％提高到

68.2％；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73.5％下降

到 61.2％。在消费结构

中,生存资料在消费支出

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发

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比

重逐步上升，农村消费

升温。2007年，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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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由 1980 年的 57.4％和 66.3％下降到

36.1％和 49.6％。

3.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2007 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5018.5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1％提高到 54.5％。非公有制经济固定

资产投资 2576.9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由 1978年的 10.2％提高到 61.9％，

已成为湖南投资的主力。改革开放 30年，湖南

非公有制工业发展从无到有，2007 年实现增

加值 2045.98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 61.5％，

已成为湖南工业经济的主导力量。

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一点一线”、“长株潭经济一体化”、

“大湘西开发”、“3+5”城市群区域发展战略的

实施，优势地区辐射带动作用增强，优势地区

和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趋向协调。2007年，长株

潭三市、“一点一线”地区、“3+5”地区生产总值

分 别 为 3468.32 亿 元 、5847.27 亿 元 和

6933.45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5.8％、

15.1％和 15.3％，增速比全省快 1.3个、0.6个

和 0.8 个百分点，分别是 1978 年的 85 倍、

72.3倍和 61.7倍；2007年，大湘西地区实现

生产总值 1001.08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

经济增速与长株潭地区的差距，由 2003年的

3.4个百分点缩小到 2007年的 2.6个百分点。

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30年来，湖南城市建设

日新月异，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功能日渐完善，

形象显著提升。2007 年，全省城镇人口由

1978年的 593.86万人增加到 2752.91万人，

城 镇 化 率 由 1978 年 的 11.5% 提 高 到

40.45%，提高 29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投入大幅增加，发展后劲不

断增强

30年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逐步夯

实，经济发展的后劲增强。

1.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经济发展的基础不

断夯实

1978－2007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为 23043.6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投入

147.39亿元。特别是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一

化三基”战略后，湖南的基础产业、基础工作、

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工农业投资和基础设施

投资快速增长。2007年，全省城镇工业投资

1437.65亿元，是 2001年的 6.7倍，年均增长

33.9％；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545.21 亿元，比

2001年增长 64.1%；基础设施投资 1377.24

亿元，比 2001年增长 234.2%，占全社会投资

的近三分之一。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基础产

业的飞速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了强力支撑。2007年，全省铁路货运量由

1978年的 3764.00万吨，增加到 5831.36万

吨；公路里程由 1978年的 66310公里增加到

175415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 1996年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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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增加到 1764公里。民航旅客运量由 1978

年的 2万人增加到 430万人。邮电通信达到全

国先进水平。邮电业务总量由 1978年的 0.46

亿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628.25 亿元，增长

1365.76倍。

2.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创新能力逐步

增强

198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技兴湘”战

略，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先后产

生了如袁隆平院士的两系杂交水稻、超级杂交

稻育种技术，国防科大研制的“银河Ⅲ型”100

亿次巨型计算机，黄伯云院士的高性能碳 /碳

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钟掘院士牵头的铝

资源高效利用与高性能铝材制备的理论与技

术项目等一批有全国和世界影响的重大科技

成果。2003-2007年，全省共取得各类科研成

果 4771项。其中，86项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获奖成果居全国前列。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全国工业企业创

新调查显示，2004－2006年，湖南有 1373家

企业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占被调查企业的

57.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8.2 个百分点。

2007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由 1996年

的 138.40亿元增加到 2700.59亿元，年均增

长 31.0%。2007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新产品

产值 882.90亿元，是 2001年的 6.9倍。

3.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能源生产能力

增强

2007年，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431.81亿元，比 2006年增长 15.0%，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 16.6%，增速比 2004 年的

13.8％提高 2.8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2.4

个百分点，比 2004年提高 0.8个百分点。金融

对经济发展支持的力度加大。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由 1978年的 64.46亿元增加到 2007年的

6037.40亿元，年均增加 205.96亿元。企业直

接融资加快发展，1997年湖南上市公司从无

到有，2007年末已有境内上市公司 48家，境

外上市公司 5家，全年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182.58亿元，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 21.09亿

元。能源生产能力提高。2007年，原煤产量由

1978 年的 2671.98 万吨增加到 4852.35 万

吨，发电量由 1978年的 93.54亿千瓦时增加

到 814.12亿千瓦时，对缓解煤、电紧张状况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旅游已成为支

柱产业

1.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外贸依存度逐渐提高

2007年，全省进出口总额由

1978 年的 1.59 亿美元增加到

96.90亿美元，年均增加 3.29亿

美元。其中，出口年均增加 2.2亿

美元；进口年均增加 1.08 亿美

元。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以

后，湖南对外贸易总量一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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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2003年进出口 37.36亿美元，2004年

54.38亿美元，2005年 60.05亿美元，2006年

73.53亿美元，2007年达 96.90亿美元。全省

经济外贸依存度由 1978 年的 1.8%上升到

2007年的 8.0%。

2.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区域经贸交流与合

作不断深入

改革开放后，湖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规模迅速扩大，由 1983年的 26万美元、1992

年的 1.29亿美元，一跃为 2002年的 10.31亿

美元、2007 年的 32.71 亿美元。1983-2007

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79.19亿美

元，年均增长 26.2%。2007年已有 42家世界

500强企业在湘落户。

内联引资成果明显。成功主办了第一界届

中博会、第四届珠洽会、首届湘商大会和湘洽

会。2002-2007年，全省累计实施与兄弟省市

合作项目 21407个，实际到位资金 3645.21亿

元，年均增长 45.9%。2007年已有 116家国有

和民营大企业在湘投资。

3.“走出去”步伐加大，对外经济合作领域

全面拓展

境外投资不断扩大。2001—2007年，全省

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 141家，合同投资总额

45967万美元，年均增长 2.2倍。湖南的境外投

资从 2000年开始起步，至 2007年投资已涉及

美、英、法、德、日等 20多个国家，涵盖新材料

生产、机械制造、服装加工、矿产资源开发、房

地产开发、中医保健服务、农产品种植、产品营

销等诸多领域。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快速发展。1978-2007

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累计

合同金额 68.48亿美元，年均增长 22.9%，实

现营业额 45.53 亿美元，年均增长 21.2%。

2007年已有 46家企业拥有外经权，涉及建

筑、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化工、工程设计监

理、出口贸易、服装生产、农业研发、资源性项

目开发、资本运营等领域。

对外劳务合作高速增长。1978-2007年，

全省累计外派劳务人员 75138人次，年均增长

33.9%。2007年，在外劳务人员 30127人，从

事的行业涉及制造业及加工

业、饮食服务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建设、设计咨询、农林牧

渔业等。

4. 旅游产业加快发展，已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湖南的旅游业起步于

1978年，经过 30年的发展已

逐步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接待

旅游总人数由 1991 年的

1210.30 万人增加到 2007 年的 10897.47 万

人，旅游业总收入由 3.62亿元增加到 732.71

亿元。其中，接待海外游客由 1991年的 10.30

万人增加到 2007年的 120.57万人，旅游创汇

由 1359.89 万美元增加到 64217.60 万美元。

全省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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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高，由 1991年的 0.4％提高到 2007年

的 8％。2007年，全省拥有等级旅游区 108

个，其中 2个全国首批 5A级旅游区；国家工业

旅游示范点 5个，国家级农业示范旅游点 10

个；星级饭店 585家，其中五星级旅游饭店 11

个；旅行社 611家；全省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

100万人。

（五）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30年来，湖南坚持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紧紧抓

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大力促进各项社

会事业的发展，不断改善民生，特别是党的十

六大以后，省委、省政府把关注民生、重视民

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经济社

会发展逐步趋向协调。

1. 教育强省战略成效显著，“病有所医”的

目标正逐步实现，文化湘军、电视湘军、出版湘

军、体育湘军享誉全国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坚持科教兴湘，建设教育强省。

2007年，湖南所有县级行政区均通过“普九”

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中等学校在校

学生数 445.63万人，比 1985年增加 176.92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89.05万人，比

1985年增加 81.92万人，毛入学率 19.1%，高

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

医疗条件大幅改善，疾病预防控

制能力增强，城乡医疗保障覆盖面不

断扩大。2007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拥有床位 17.2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22.06 万人，分别比 1978 年多 6.1

万张和 10.52万人。2007年全省共

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51

个，比 1978年增加 21个，且技术装备水平大

大提高；2003年夺取了防治“非典”的全面胜

利，全省没有原发病例，没有发生二代病例和

医护人员感染；2004年控制禽流感疫情实现

了“疫情不扩散，人员不感染”的目标；结核病、

流脑、伤寒等其它传染病也得到有效控制，发

病率大幅降低。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等事业快速

发展，形成了全国闻名的文化湘军、电视湘军、出

版湘军、体育湘军。2007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

44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广

电、出版、歌厅、动漫等龙头文化产业享誉全国。全

省共有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 140个，公共图书馆

120个，博物馆和纪念馆 73个，分别比 1978年增

加 21个、48个和 54个。广播电台 11座，电视台

15座，分别比 1978年增加 10座和 14座。全省

出版图书 4354种，报纸 85种，杂志 237种，分别

比 1978年增加 4220种、79种和 223种。2007

年，年产原创动漫 2.8万分钟，居全国第一。打造了

“超级女声”等一系列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品牌。

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2007年，全省体育场地

21302个。其中，体育馆 142座，运动场 656个，

各种训练房 20352个。2007年，全省运动员夺取

13个世界冠军、6个亚洲冠军和 31个全国冠军。

2.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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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高

2007 年，全省从业人员由 1978 年的

2280.05万人增加到 3883.41万人，年均增加

55.29万人；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4.1%上升到 57.1%。30年来城镇登记

失业率一直控制在 4.5%以下，就业形势基本

保持稳定。

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稳步增长，保障了城

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007年，全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年的 324元增加

到 122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年

的 143 元增加到 3904 元，年均分别增长

13.4％和 12.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民币余

额由 1978 年的 3.99亿元增加到 5321.74 亿

元。30年来，湖南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居民消费水平由 1978 年的 183 元提高到

6240元。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享受型和发展型

消费支出增加。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汽车从

2002年的 0.33台提高到 2007年的 2.47台，

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和移动电话分

别由 2002 年的 26.67 台、102.66 台提高到

2007年的 44.2台和 156.32台。

3.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保障进一步加

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2007年末，全省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分别由

1978年的 17.40‰和 7.01‰下降到 11.96‰和

6.71‰, 人口自然增长率自 1998年以来基本稳

定在 5‰左右。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全省在这

30年里少出生人口 3400万人。

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随着经济快

速发展和政府财政实力增强，社会保障工作开

始从城市向农村延伸。2007年，全省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

别为 783.98 万人、388.97 万人和 620.57 万

人，分别比 2000年增加 215.91万人、42.49万

人和 493.27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42.44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369.34万人。2000

年，湖南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7年全省 122个县（市、区）和 16个非行政

区全部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3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2007年全省

已有 99个县（市、区）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参合率达 82％。2007年，湖南又在 14个

市州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城乡居民人

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逐步变为现实。

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加大。2007年，全省关

停并转了一批小火电、落后水泥产能和造纸

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由 2000 年的

66.09％上升到 89.8％，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由 2000年的 138.82 万吨减少到 31.8 万吨；

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38.9%提高到

56.1%；基本农田稳定在 336万公顷。

三、主要经验与启示

湖南改革开放 30年的实践证明，经济社

会的快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必须坚持解放

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湖南发展

的路子；必须坚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

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持经济

社会发展的活力。

（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紧

紧抓住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把

湖南的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毫不动摇地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促社会发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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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经济的发展，提升湖南的综合实力，提高全

省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人口大省、农业大省

的就业问题、“三农”问题和工业发展滞后问

题。注重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

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在改革促发展

的过程中注重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

每项重要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充分考虑

财政、企业和社会的可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循

序渐进，在加快发展中兼顾经济结构的改善，

兼顾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二）坚持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结合

省情，创造性地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探索适合湖南发展的路子

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湖南始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改

革开放政策和措施，创造性地把中央的精神和

湖南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湖南特色的发展

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产业发展方面湖南先

后提出了“三化”（工业化、农业化、城镇化）、

“一化三基”等发展战略。通过抓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结构升级，湖南农业结构由以农作物种

植业为主调整为种植业和养殖业并驾齐驱，优

质农产品比重、养殖业比重、

农产品加工业比重大幅提

高。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

烟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

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建筑材

料、石油化工、林纸加工十大

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

快发展，并逐步形成以高新

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

业和基础产业等产业集群为

支撑、品牌和竞争力为核心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零售、餐饮等传统产业不断

改造提升，信息、会计、金融、商务、物流、咨询、

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

展。同时，交通、通信、能源、城市和农村基础设

施等建设力度逐步加大。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

首先提出了“开放南北两口、拓宽三条通道”的

发展思路，尔后提出“呼应两东，开放带动”战

略、“五区一廊”重点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一点一线”、“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结合国家发展重点的转移和本省实际提出了

“大湘西开发”、“3+5”城市群发展战略。通过 30

年的发展，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示范作用

和核心辐射作用增强，大湘西地区发展加速，县

域经济综合实力增强。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科

教兴湘、为民办实事等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极

大地促进了湖南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建立和

完善了科技创新平台，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科

技人才、管理人才和企业家，城乡医疗、社会保

障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这一

系列战略的实施，使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突出

了重点、弥补了弱点、形成了特点、增加了亮点。

（三）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以人为

12



湖
南
经
济
社
会
辉
煌
成
就30

年

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持经济

社会发展的活力

湖南始终抓住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这个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三个有利

于”为标准，不断用改革开放的成果提高全省人

民的福祉。改革开放初期，湖南大力发展农业和

轻工业，满足了城乡居民吃穿用的需要，接着大

力推进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利用经济发

展的成果，加大对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以及农

业、环保、生态建设等薄弱环节的投入，逐步建

立和完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积极促进就业，

不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安全、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充分发挥出人这个生

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因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引

导群众劳动致富，不断保持和增强经济社会发

展的活力，使湖南人民迅速脱贫致富，地方经济

迅速发展，政府财力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 3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是历届

省委、省政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励精图治的结果，是全省各族儿

女奋力拼搏、艰苦创业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

展望未来，湖南充满希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富民强省的宏

伟目标一定会加快实现。

(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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