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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始终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努力

扩大开放，长沙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辉煌

成就。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

成就

改革开放 30年来，长沙经济社会各个领

域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上已进入发展质量提

高、经济增长快速、产业结构优化、民生环境改

善的历史最好时期。

（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007年，长沙市生产总值 2190.25亿元，

与 1978年相比，总量增加 128倍，年均增长

13％。随着经济发展的稳步提速，长沙综合实

力明显提升。分时段看：1979-1990年，年均增

长 11.2％；1991-2000年，年均增长 13.9％；

2001-2007 年，经济增长最快，年均增长

15％。

（二）富裕程度显著提高

1978年，长沙人均生产总值 370元，2000

年上升到 11699 元，2007 年达到 33711 元。

1979-2007年，年均增长 11.8%。长沙在成功

实现人均生产总值 1000美元之后，进入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2001-2007年，长沙人均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提高到 14%。

（三）财政收入快速增加

改革开放初期，长沙财政收入的规模很

小。1995年，一般预算收入还只有 18.0亿元。

随着经济不断提质，财政收入大幅提高。

1997-2007 年，年均增长 31.9%；近 7 年，增

速仍保持 26.1%。2005年，一般预算收入突破

100亿元大关，达 108亿元。2007年，达到

174.6亿元；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由 1995年的 5.4%上升到 7.9%。

（四）产业结构明显改善

2007年，长沙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1978年

的 33.3:44.2:22.5 调整为 6.4:45:48.6。30 年

中，前 6年产业结构以“二一三”排序，接下来

11年以“二三一”排序，近 13年的排序为“三

二一”。从本世纪初开始，长沙积极推进工业化

进程，2002-2007年，二产业占比提高 6个百

分点，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二、三产业共

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逐步形成。

（五）外向型经济逐步发展

2007年，长沙市进出口总额 40.72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38.9%；2000-2007 年，进出

口年均增长 13.8%。2007年，利用外资项目

227个，比上年增加 21个；合同引进外商直接

投资 23.29亿美元，增长 32.1%；实际使用外

商直接投资 15.04亿美元，增长 25.1%。新增

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项目 423个；实际到位

省外境内资金为 240.99亿元，增长 18.7%。

改革成就辉煌 开放再展宏图

◆长沙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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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大需求不断扩大

1978-2007年，长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保持了较快增长，年投资规模由 1978 年的

2.41 亿元增加到 1428.74 亿元，年均增长

24%，30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97.4亿

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消费品市场持续

兴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78年的 7.7

亿元增加到 1037.03亿元，年均增长 18.4%。

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2007年，出口 26.06亿

美元。从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投资、

消费、出口(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的贡献率 1979

年 为 30.5:25.9:43.6，1990

年 为 30.9:30.7:38.4，2000

年为 37.9:35:27.2，2007 年

为 60.0:38.5:1.5。

（七）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长沙以

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群众生

活质量为着力点，加大经济

结构调整力度，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显著提高。2007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

1978年的 327元和 142元

提高到 16153 元和 6613

元，年均分别增长 14.4%和

14.2%。在收入提高的同时，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交通、文化、教育、旅

游和医疗保健等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家居环

境、家电产品、通讯工具等连续更新换代。近年

来，汽车一直成为消费热点，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逐步实施，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有很大

改善。

（八）赶超步伐坚定有力

改革开放以来，长沙经济迅速发展，经济

总量迅速扩大。特别是 2000年以来，随着“三

化”进程加快，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超过长春、福

州、西安，在全国 26个省会城市中不断争先进

位。经济结构明显优化。2007年，全市生产总

值 2190.25亿元，比上年增长 16%，地区生产

总值总量及增速在 26个省会城市中分别排第

11位和第 6位。

（九）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科教文卫事业蓬

勃发展，“科教兴市”战略深入实施，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提高。2007年，长沙市拥有科学研究

开发机构 88个，专利申请量 4735件、授权量

2410件，均名列全省第一；素质教育全面铺

开，教育水平稳步提高，有普通小学 116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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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初中 217所，普通高中 93所，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 81所，普通高等院校 48所，城乡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100%全免；文化、新闻

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取得新成就，有群众

艺术馆 12个，公共图书馆 12个，博物馆 14

个，文化场馆 9个，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

达到 96.9%和 97.9%；出版报纸 75636万份，

各类杂志 8143万册，图书 8231万册；医疗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有医院 133个，妇幼保健院

11个，卫生防预、防治机构 11个，卫生技术人

员 3.74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14683人。

二、改革开放以来长沙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 30年来，长沙市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变，结构不断改善，

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为未来又好又快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要继续实施兴工强市战略，加速推进

新型工业化

2000年以来，长沙实施兴工强市战略，工

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得到快速提

升，与全国发达省会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

2007年，长沙规模工业增加

值总量和增速在 26 个省会

城市中排第 12位和第 4位，

与 1991年相比较，排位提升

4位，其中 2001-2007年排

位提升 3位。但由于长沙过

去经济基础比较弱，目前与

全国其它省会城市比较，主

要差距在工业，发展的难点

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继续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

长沙在中部崛起和不断赶超的基本途径。

（二）要继续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设，不断提

升城市品位

改革开放特别是 2000年以来，加快了新

型城市建设步伐，加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力度，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居民生活环境、市

容市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沙市区面积由

1978 年的 352 平方公里发展到 2007 年的

55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由 53平方公里发

展到 181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由 20.5％提高到

60.2％；城市公共绿地面积达 1892公顷，比

2002年增加 807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49%以

上。长沙已成为中部地区首个、全国第三个“国

家森林城市”。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

28.9平方米，比 2002年增加 7.4平方米。城市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品位逐步提高，从而

有效地改变了城市投资环境。实践证明，没有

城市化建设的实施和加速推进，没有树立新型

城市化的观念，就不可能有城市实力的提升。

（三）要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挖掘新

的经济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长沙服务业发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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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但与先进发达城市相比较，高层次的为生

产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技术、风险投

资、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比重偏低，竞争力

还有待加强。未来长沙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传统

消费服务的优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力争

实现重大突破。

（四）要高度重视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问

题，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从全国来看，资源要素供应趋紧将伴随整

个“十一五”发展进程，长沙总体上是有水，无

煤少矿，资源贫乏。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提质

扩容的过程中，长沙市在获取能源等短缺资源

方面将面临更多的竞争者。同时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产业的发展，人口的集聚，污染物和日

常废弃物排放也将大量增加，节能减排与保护

环境的压力增大。长沙要充分重视产业发展与

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按照“两型社会”

建设的新要求，在土地、能源等稀缺资源的利

用和使用上，加强科学管理和调度，确保长沙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定有序。

（五）要高度重视和谐社会构建，为长沙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改革开放 30年来长沙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得益于有一个稳定开放的外部环境，随着

体制的进一步深入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收入

差距、利益重组、观念嬗变等一系列因素将带

动社会结构和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变化。利益协

调难度加大，构建和谐社会压力较大，平衡各

方利益成本更高。今后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公共

投入力度，新增财力要重点支持民生环境改

善，让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和谐环境。

三、未来长沙发展趋势展望与思考

随着城市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未来五年长

沙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其主要特征为：

新型工业化将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

引擎，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将由于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逐步达到“二三一”排序；第三产业发展

优势得到深层次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明显增

强，城市品位大幅度提升；民生

环境质量逐年向好，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全

面小康目标逐步实现，和谐社

会稳步发展，这是我们对未来

长沙发展的基本判断。

（一）“两型社会”建设的重

大机遇，将不断提高长沙在全

省的引领地位

从中部崛起的总体发展格

局来看，长沙具有“房地产价格

的洼地，金融资本聚集的新地，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热地，居民消费的旺地”四大特色优势，

这些特色优势孕育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在“两

型社会”建设的强力驱动下，长沙将进入以“发

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变和综合实力明显提升”为

17



湖
南
经
济
社
会
辉
煌
成
就30

年

显著特征的重要发展期。要特别注重依托大河

西先导区这一发展平台，加强产业集群的整体

推动和产业优势的整体提升，加快整合中心城

区的财富聚集能力和承载密度，全面提高长沙

城市的文化品牌知名度，创建独具特色的长沙

发展模式，不断提高长沙引领发展的水平。

（二）扬长避短，瞄准差距奋起追赶，促进

长沙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又好又快、率先崛起”

长沙要崛起，首先工业要崛起。我们要正

视工业是长沙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的事实，寻求

加快工业发展的新战略支点。在未来五年发展

中，要继续实施“兴工强市”战略，全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进程，以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龙

头，形成“工业引擎带动型”的加快崛起战略；

要突出工业的主体地位，立足长远目标，着力

整合长沙工业生产要素，加大工业性投入，充

分利用现有先进制造业基础，加快产业集群建

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优化工业结构，力争通过总量扩张和质量

提升，将长沙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具有鲜明特色

和重要地位的新型工业基地。

（三）长沙城市的独特优势，将成为加快发

展的永恒动力

商贸始终是长沙的重要优势，商贸中心将

是长沙建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基础；人文

历史厚重所构成的文化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

对长沙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

作用；长沙作为长株潭区域发展的首位城市，

其聚集发展功能和放大效应将不断提速长沙

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长株潭产业集群化和经

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形成长株潭三市空间布

局合理、功能健全、基础设施更加完备、生态环

境更加优良、要素市场效率更高的城市群地

区。长沙应牢牢把握核心增长极引领发展优

势，成为在国内具有很强竞争力城市之一。我

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发

挥长沙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将长沙建设成为

“创业之都、宜居城市、幸福家园”的目标一定

会早日实现。

（长沙市统计局局长 芮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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