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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市始终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实事求是，积极探索，走出了一

条颇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湘潭，已成为

湖南融入“泛珠三角”的前沿、“中部崛起”战略

承东启西的要冲、长株潭国家“两型社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中心城市。

一、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积极探索，走出了一

条颇具特色的发展之路。1978年，开始在农村

重点打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社合

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全面推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积极试点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

1985年，湘潭以增强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

企业活力为中心，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广

泛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企业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试点，并对计划、财税、价格、物

资等体制进行初步改革。1995年，湘潭把加快

工业发展作为振兴湘潭经济的突破口，强力推

动“强工富市”战略实施。1998年，湘潭抓住进

入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这一契机，积极

调整工业结构，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01

年，湘潭开始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经济实现

快速增长，2001-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12.5%。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 526.8亿

元，与 1978年比，年均增长 9%。1996年，在

1987年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目标基础上，提

前四年实现比 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二、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生产规模不断

扩展

(一)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湘潭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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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湘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47.82

亿元，比 1978年增长 44.99倍。主要农产品产

量大幅增长，农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与 1978

年比较，粮食增长 81.7%，蔬菜增长 3.7倍，水

产品增长 14.2倍。2007年，肉猪出栏 603.4万

头，人均肉猪出栏率居全省第一位。

（二）工业经济上档提质

2007年，湘潭全部工业总产值 713.7亿

元，比 1978年增长 46.2倍。主要工业产品产

量大幅度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钢材产

量 548.2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14.5倍；铁合

金 13.1 万吨，增长 1.5倍；交流电动机 578.7

万千瓦，增长 11.7倍；电力电缆 4194公里，增

长 2.5倍；水泥 395.9万吨，增长 3.7倍；电解

二氧化锰 4.2亿吨，增长 19倍；发电量 78.1亿

千瓦小时，增长 13.2倍。累计有 400多种工业

产品获国家金质、银质奖和部省优质奖。2007

年，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9.3%，工业从业人员数占全市从业人员数的

比重 23%，工业对全市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在 40%左右，对财税的贡献率达到 60%，工业

已成为支撑全市经济增长的脊梁。

三、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社会需求不断

跃升

(一)投资强度持续有力

1978-2007年，湘潭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1365.7亿元，有效地扩充了产业规

模、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

农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对农村基

础设施进行有效修缮、维护、改造和加强，加快

农村通达通畅工程、安全饮水工程、电网配套

工程建设等，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更快改善，农

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7年末，全市有水库

380座，水库容量 9.4亿立方米，堤防长度 270

公里。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 174.2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97%。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

落后到先进，获得快速发展。2007年，农业机

械总动力 199.2万千瓦，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居

全省各地市前列。

工业技改。1978-2000年，累计投入工业

技术改造资金 108亿元，湘钢、韶峰水泥、湘潭

电化、湘潭发电、湘潭电机等重大项目相继进

行技术改造，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高。2000年

以来，湘潭利用老工业城市的各种资源，坚持

实施“强工富市”战略，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努力建设工业园区，工业发展充满活力，内生

成长机制开始形成。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交通运输日趋发

达。2007 年，全市公路里程 6318 公里，比

1978年增加 4153公里。其中，市区道路 452

公里，比 1978年增加 342公里。境内有国道 2

条，长达 289.8公里；省道 154.2公里。湘潭成

为全国公路的重要枢纽，也成为全国地级市高

等级公路最密集的地区。2007年，湘潭境内有

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横跨湘江的大桥 9座，城市

“五桥二环”的路网格局基本形成。2007年，全

市铁路里程 154公里，京广、湘黔和正在建设

中的武广客运专线穿越市境。通航里程 260公

里，建成了 6个千吨级泊位。二是邮电通信突

飞猛进。1993年，通过实施“165”、“718”、

“515”通信工程，先后建成移动电话网、无线寻

呼网、电视电话会议网、国际国内程控电话直

拨网、多媒体宽带业务网，开通 ATM/ 中继网

和 8万门 GSM交换机。2007年，全市固定电

话用户 62.3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 97.03万

户，固定电话普及率 21.3部 /百人，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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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 33.2部 /百人，互联网用户 17.8万户。

三是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 30

年的建设，特别是 2000年以来开展的“一化三

清”建设，湘潭的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城市供

水供气、环境保护、园林绿化等均取得了令入

瞩目的成就。2000-2007年，全市累计完成城

市建设投资 70亿元，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54平

方公里拓展到 80平方公里。河东新区基本成

形，东方红广场、白石公园、锦源广场等一批精

品工程，成为湘潭城市形象的新标志。2007

年，城市天然气用户达５万多户。绿化、亮化、

净化和美化水平全面提升，湘潭成为省级文明

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二）消费需求日趋见旺

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78年

的 3.3亿元增加到 153.2亿元，增长 45.4倍。

2000年以后，以连锁业超市为代表的各类新

兴行业蓬勃发展，并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消

费热点不断涌现。对外交流不断扩大。2007

年，已与 11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贸易关

系，美国、欧盟、东盟、港澳、日本已成为湘潭的

主要出口国和地区。2007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12.75亿美元。其中，出口 8.75亿美元，对外贸

易依存度 18.3%。利用外资从无到有，由少到

多。先后引进韩国三星集团等战略投资者 30

多家。2007年底，全市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

业 150 多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

12.48亿美元。

四、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经济效益显著

增长

（一）工业效益显著提升

1978年，湘潭共有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

工业企业 156 家，盈利总额为 1.43 亿元。

1989-2000年，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

狠抓扭亏增盈，2000 年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

脱困的目标。2007年，规模工业实现利税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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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 2000年增长 5.5倍。其中，利润 27.2

亿元，增长 32.2倍。

（二）财政实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强化财政管理，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

长。2007年，全市财政总收入 38.4亿元，比

1978年增长 23倍。

（三）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结束了温饱线上的徘

徊，步入小康行列，农村富裕阶层显著增加。

200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742

元，比 1986年增长 10.3倍；人均消费支出

8970元，增长 9.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226.7 元，比 1986 年增长 9.2 倍；人均消费

性支出 3987元，增长 7.6倍。随着收入水平

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都

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

面积达 23.2平方米，比 1986年多 14.1平方

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48.9 平方米，比

1986 年多 25.7 平方米。随着生活条件的改

善，居民的储蓄快速增加。2007年末，湘潭城

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由 1978年末的 18.7 元

提高到 10390元。

五、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社会事业蓬勃

发展

（一）科技事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湘潭市科技事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7万多

人，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居全省第一。

30年来，全市共取得各类科技成果 3000 多

项，其中 108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1125项成

果获省、部级科技奖；累计申请专利 8650件，

授权专利 4786件，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数居全

省第一。2007年，有高新技术企业 44家，实现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270.4亿元，比 1998年增

长 6.4倍。

（二）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湘潭逐步确立了以普通教

育为基础，以高等教育为龙头，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共同发展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学历教育

与非学历教育并举，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结

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贯通，政府办学与社

会力量办学共同发展的新的教育模式。2007

年，全市有普通高等院校 7所，在校

学生 9.04万人，专任教师 5440人；

普通中学 210所，在校学生 15.24

万人，专任教师 10449人。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2007年，全市初、高中毕

业会考合格率均居全省前三位。

（三）文化事业硕果累累

通过 30年的发展和建设，湘潭

已拥有毛泽东纪念馆、彭德怀纪念

馆、齐白石纪念馆等一批在全国具

有重大影响的纪念馆和博物馆，拥有具备一定

规模与水平的图书馆、文化馆、剧场、电影院等

设施和表演艺术团体。有一批被国家列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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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纪念地、风景名胜区等，

不少人文景点被国家、省定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最佳旅游景点”。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发

展，各类广场文化活动非常活跃。

（四）卫生事业方兴未艾

2007年，湘潭有医疗、卫生院（不含诊所）

116个，医疗、卫生院技术人员 4330人，床位

8207张，均比 1978年成倍增长。人民就医条

件改善，医疗保健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达

到 75岁，较 1978年大幅提高。

（五）体育事业成绩斐然

2007年，湘潭拥有 1490个体育场所，其

中体育馆 6个，游泳池 14个，运动场 116个，

成为湖南省拥有大型体育馆、场数量较多，质

量较高的城市。全市现有等级运动员 177人，

等级裁判 61人。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湘潭运

动员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改革开放 30年来，湘潭市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取得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巨大成

就，带来了许多

有益的启示：

一是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必须始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动摇。改革开

放以来，湘潭经

济之所以快速发

展，人民之所以

得到更多的实

惠，与湘潭始终

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息息相关。

二是改革的道路必须与国情、市情相结

合，改革的力度和时机的选择必须以保持社会

政治稳定为前提，只有社会稳定了，人民才会

安居乐业，经济才会繁荣兴旺。改革开放 30年

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湘潭市

在推进改革中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

问题，在渐进中求突破，在突破中求完善，在政

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清经济

发展思路，探索符合湘潭市情的发展道路。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湘潭市

根据工业化水平偏低的现实情况，在制定“六

五”、“七五”、“八五”发展规划时，着重发展工

业。1995年，提出“强工富市”的发展战略，使

经济建设逐步转移到提高宏观和微观经济效

益上来。进入新世纪后，湘潭市委、市政府确定

了“拓宽框架、完善功能、美化空间、突出中心、

提高品位”的城市建设总方针，提出“一年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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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年一大步、五年一跨越”的要求，以经营

城市、项目带动总揽全局，大力推进“三大战

略”（强工富市、开放带动、科技兴市）的实施，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化”进程;

致力于建设“三个中心”（湖南先进制造业中

心、湘中南现代物流中心、长株潭生态休闲旅

游中心），加速了湘潭与国际、国内先进省市的

接轨步伐，一个具有湘潭特色、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四是坚持在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前

提下，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逐步由过去的片面

追求高速度，转向兼顾增长与稳定，转向兼顾

增长与效益，转向追求经济的持续、稳定、健

康增长。实践证明，经济建设不能搞脱离实际

的高速度，要实现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必须遵

循客观经济规律，从市情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出

发，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一

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经济运行的良性

循环。

（湘潭市统计局局长 廖正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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