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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天华成美景，风雨兼程三十年。改革

开放 30年来，勤劳勇敢的邵阳人民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奋发图强，深化

改革，开拓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

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了国民经济和

社会事业持续健康的大发展和大跨越，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邵

阳改革开放 30年，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极不平凡的 30年，是抢抓机遇、务实奋

进的 30年，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构建的

30年，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 30年，是

喜传硕果、再现辉煌的 30年。

一、经济总量跨越式攀升，财政收入

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 30年来，邵阳经济发展虽

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始终保持一个持续向上的

走势，地区生产总值不断跃上新的台阶。2007

年，全市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 15.06亿元增

加到 475.91亿元，年均增长 8.6%；特别是党

的十六大以来，经济发展加快，2003-2007年，

年均增速达到 10.9%。2007年，全市人均生产

总值为 7074元，是 1978年的 26.3倍。

财政收入快速增加。1978年，邵阳市财政

总收入仅有 1.43 亿元，2007 年跃过 30 亿元

大关，达到 30.15亿元，是 1978年的 21倍；地

方一般预算收入从 1995年国税、地税

分设时的 6.25亿元，增加到 2007年的

19.1亿元，增长 2.1倍；特别是 2002—

2007年，财政总收入从 15.31亿元增

加到 30.15亿元，成为增长最快的时期

之一。

二、结构调整成效明显，三次产业

协调发展

邵阳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农

◆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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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邵

阳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产业稳定发展、二产

业较快发展、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2007年，

三次产业结构由 1978年的53.0：30.2：16.8调

整为 28.1：30.6：41.3，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

三”转变为“三二一”，二、三产业成为推动经济

发展的主导力量；三次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2.5%、45.6%和 41.9%。

其中，工业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4.2%，充分

显现出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对经济发展的

主导作用。

（一）粮丰林茂，六畜兴旺，农村经济蓬勃

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82年开始实行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得到极

大地解放。全市粮食产量

由 1978 年的 203.6 万吨

增加到 2007年的 330.5万

吨，增长 62.3%。畜牧业快

速发展，占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的 比 重 由 1978 年 的

16.5%提高到 2007 年的

48.2%，占据了农业的半壁

江山；猪牛羊肉产量从 1978

年的 7.91万吨增加到 2007

年的 63.32万吨，增长 7倍。

全市森林覆盖率由

1989 年的 42.7%提

高 到 2007 年 的

57%。农业产业化经

营取得较大进展，农

村人口加速向城镇和

二、三产业转移，全市

离土离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超过 150万人。

（二）“兴工强市”迈出大步，工业化进程加

速前进

200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8.99亿元增加到 401亿元，增长 43.6倍。进

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

“兴工强市”战略的大力推进，工业对经济发

展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2007年，全市规模

工业企业由 2000年的 391家增加到 612家，

规模工业增加值由 2000 年的 17.08 亿元增

加到 88.2亿元，产值过亿元的企业由 7家增

加到 45家。其中，产值过 5亿元的 4家。规模

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37.9%提高到 2007年的 70.6%。2007年，全

市规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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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比 2002年提高 126.35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收入 278.35亿元，是 2002 年的 4

倍；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由 2002年亏损

1557万元转为盈利 9.69亿元。

（三）第三产业飞速发展，新兴行业方兴未艾

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市第三产业发展迅

猛。2007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1978年

的 2.53亿元增加到 196.65 亿元。“十五”以

来，第三产业呈现出总量稳步扩大、对地区生

产总值贡献率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新兴

产业快速发展等显著特点。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02 年的 98.85 亿元快速增加到 2007 年的

196.65亿元，年均增长 12.5%，比同期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快 1.6个百分点，成为拉动邵阳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经济发展动力

增强

（一）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经济发展基础得

到夯实

改革开放以来，邵阳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加快项目建设进程，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大开放的投资格局，投资增速逐步

加快，总量不断增加，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2007 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59.58亿元，是 1978年的 366倍。1979－

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为 1141亿

元，年均增长 22.6%。其中，2000-2007年，累

计完成投资 906.9亿元，是 1979-1999年 21

年累计投资的 3.9倍。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由

1978年的 39.0∶44.0∶17.0调整为 2007年

的 8.4∶47.0∶44.6。2007年，全市房地产开

发投资 18.87亿元，比 1991年增长 165倍；

2001-2007年，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 68.31亿

元，年均增长 32.1%。2007年，全社会投资中

民间投资完成 161.96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

62.4%。

（二）市场需求日趋旺盛，消费领域繁荣

活跃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农业丰收和市场商

品供应的丰富，城乡居民“吃”的问题得到根本

性解决，消费需求不断上

升，消费升级步伐越来越

快。2007年，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由 1978 年

的 4.32 亿 元 增 加 到

160.16 亿元。 2007 年

底，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

售贸易企业 117 家，亿

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16

个，多渠道、多层次、全方

位的贸易网络逐渐形成。

（三）对外贸易快速

增长，招商引资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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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市对外开放程度不断

提高，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1995-2007年，

全市进出口总额累计 6.62亿美元，年均增长

22.5%。2007年，进出口总额 1.72亿美元，是

1995年的 15倍。其中，出口 1.58亿美元。全

市拥有进出口资格的企业 181家，出口实绩

超过 1000万美元的企业 4家；民营企业出口

占主导地位，出口额占全市 73.1%。招商引资

成效显著。1995-2007年，全市共引进外资

4.87 亿美元；2000-2007 年，共引进内资

456.9亿元。

四、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交通电信展翅

腾飞

城镇化率明显提高。2007年，全市小城镇

由 1978年的 16个发展到 96个，城镇化率由

1985年的 9.62%提高到 29.02%。城市建设步

伐加快。邵阳市区建设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高速度发展、高水平管理”的总体要

求，通过实施“北延、南拓、东进”计划，城市建

设步伐逐步加快，市区建成区面积由 1988年

17.6平方公里扩展到 48平方公里。城市交通

状况大为改观。2007年，城市道路面积 798万

平方米，是 1978年的 28.9倍；公共营运汽车

由 1978年的 41辆增加到 2007年的 369辆，

出租汽车从无到有，发展到 630辆。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道路交通建设投资由

1978年的 0.02亿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30.29

亿元，年均增长 28.48%。特别是为民办实事实

施四年来，全市累计投资 23.98亿元，修改扩

建通乡公路 997.9公里，通村公路 6447.3公

里。2007年末，全市公路里程总计 18848公

里，是 1978年的 3.97倍。邮电通信业突飞猛

进，实现农村通信村村畅通。2007年，全市完

成邮电业务总量 40.55 亿元，是 1978 年的

784 倍；城乡固定电话用户 119.38 万户，是

1978 年的 202 倍；移动电话用户 117.41 万

户，电话普及率为 31.6部 /百人。

五、“科教兴邵”硕果累累，社会事业健康

发展

改革开放 30年来，邵阳科教文卫事业蓬

勃发展。“两基”成果得到巩固，教学水平大大

提高，教育设施得到改善，高等教育办学水平

和层次有新的提升。2007年，全市财政支出中

教育事业费支出由 1990年的 2.71亿元增加

到 16.22亿元；全市 3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2.08万人，是 1990年的 7.6倍；小学适龄儿童

入学率 98%，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 99.98%；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5年的 6.31

年提高到 8.43年。科技事业不断发展。2007

年，全市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38个；高

新技术产品生产企业 50家，认定高新技术产

品 84个，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44.55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 11.92亿元。1998-2007

年，全市共取得科技成果 273项。其中，获得

省、部级奖励项目 43个，属国内首创或领先项

目 16个。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设施逐步完善，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2007年末，全市共有艺术

表演团体 2个，文化馆 13个，公共图书馆 14

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63.4%，比 1995年提

高 5个百分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85.8%，

比 1995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用户

38.76万户，比 1995年增加 2.32倍。卫生事业

稳步发展。2007年末，全市共有医院、卫生院

281个，床位 1.37万张，均为 1978 年的 1.47

倍；医院、卫生院技术人员 9281人。近年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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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市政府把农村医疗保险工作作为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工作来抓。2007年，全市有 10个县

（市、区）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

485.5万人，参合率达到 81.4%。2004-2007

年，全市共投资 5619万元改造乡镇中心卫生

院 142所，投资 1.63亿元解决农村 23.48万

人饮水困难。

六、居民收入大幅提升，就业与社会保障

成效明显

改革开放 30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 30年。2007年末，全

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431亿元，比 1978

年增加 430.61亿元，人均储蓄余额由 7元增

加到 5750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85年的 647元增加到 2007年的 9950元，

年均增长 13.3%；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年

的 168元增加到 2911元，年均增长 10.3%。

住房条件明显改善。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住

房使用面积 21.1平方米，比 1985年增加 11.6

平方米；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由 1990年的 19.2

平方米增加到 33.2平方米，增加 14平方米。

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成

效显著，社会保障体系日益

完善。2007年，全市城镇单

位全部职工由 1978 年的

25.52万人增加到 29.11万

人；从事私营、个体经济的

从业人员达 33万人，占全

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幅上

升；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由 1978年的 563元增

加到 17764 元，年均增长

12.6%。2007年末，邵阳市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41.04万人；参加失

业保险人数 24.57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0.74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38.13万人；工

伤保险参保职工 18.19万人；生育保险参保职

工 22.54万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

11.5万人。

改革开放 30年来，邵阳立足本地实际，经

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提升，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回顾 30

年的发展历程，邵阳的主要经验有：

（一）坚持把握正确的发展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市历届领导班子始

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带领全市人民走出了一条符

合邵阳实际、加快发展的道路。历届市委、市

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先后实施了前后衔接

又层层推进的“民营突破”、“科教兴邵”、“兴

工强市”等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了邵阳的资

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邵阳的资源

开发和经济起飞。

（二）坚持循序渐进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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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先易后难、稳妥推进的原则，历届市

委、市政府先后对工业、商业、农业、林业、财

政、政府机构和要素市场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基本实现了战略意图，收到了明显的改

革效果。一是国有工业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商

贸流通企业改革有序推进。农业税和农业特产

税全面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试点进展顺利。二是以国库集中收

付、部门预算、政府采购为重点的财政改革不

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顺利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大为减少。三是要素市场不断完善，土地、矿

产、产权等交易行为逐步规范，资本市场的培

育取得新进展。

（三）坚持突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历届市委、市政府立足邵阳实际，提出实

施“民营突破”战略，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加快

富民强市的生力军，下发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的文件，出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邵阳

的希望在民营经济”的共识，促进邵阳民营经

济、民间投资和民办事业的大发展。

（四）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点

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集

中民智、凝聚民心、依靠民力、改善民生，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改革谋发展，

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和谐。认真实施为民

办实事，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增进人

民福祉；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

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村民自治，着

力加强安全生产和环境治理，建立公共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机制，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

力构建和谐社会。

展望未来，前景灿烂，邵阳人民将以饱满

的热情，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明天的

邵阳，必将成为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文明富强

的现代化城市。

（邵阳市统计局局长 肖曼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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