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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王欢芳，熊思琦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着分布较散，聚集性、协同性较差，中心城市空间发展受阻等问题。根据湖南省产
业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特点，运用空间定位方法，提出“一极、一圈、一轴”的空间布局优化模式，并通过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合理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发展战略，建立全省新兴产业管理中心，促进各城市间合作与发展等手段来促进优化模式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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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预计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
将会上升到１万亿人民币，年均增加值的增长率达
到１５％，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ＧＤＰ的比重由２０％上升到
２５％。湖南省高度重视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对于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布置了中长期计划。但近年，来湖南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挑战。目前，

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分散，集聚性不强，产业

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有待优化。其中，缺乏理论指

导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分析全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的方案，在全省

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尽快使新兴产业成为湖南的标志性

经济成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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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湖南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状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湖南省在《关于加快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将生物、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信息、文化创意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确

定为全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这七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其中生物产业、节能

环保产业的发展规模都已进入全国前十，战略性新

兴产业已经发展到湖南省各个二线城市。

１．新材料产业。新材料是指最近新出的或正在
开发研究的，相比传统材料具有特殊、优异性能的一

类材料，也是现代科技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

湖南省从事新材料产业的龙头企业有：华凌钢铁集

团公司、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巴陵石化有限

责任公司、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初步形成

了以“长株潭３＋５城市群”为密集区的产业布局。
目前，新材料产业在湖南省获得良好机遇的同时，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表现在：全省新材料产业核心

技术缺乏，技术集成度相对发达地区处于低水平状

态，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少且规模比较小。

２．先进装备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是高端水
平的装备制造，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突出特点有：

带动性强、技术密集、成长空间大、附加值高。先进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湖南省工业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我省先进装备制技术企业现有３４６家，
其中核心企业有：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南车时代集团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目前，

长株潭三地的工程机械产业比重占全国２２％以上，
长沙工程机械和株洲轨道交通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新

型示范地，是工程机械和轨道交通装备的重要产业

集聚区。２０１４年株洲南车机械公司、株洲电力机车
厂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奋力进取，使株洲先进装备

制造业被列为国家级新兴产业聚集区。

３．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通过高科技
手段对文化进行改进和创新的新兴文化产业，包括

创意设计、数字媒体、动漫、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

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十二五”以来，文化

创意发展增加值以年均２２％的速度增长，湖南省文
化产业增加值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位居第六名。

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与其他产业融合，不断衍

生新的产业链，如：我省广播电视制定了“传统媒体

整合做、新老媒体融合做、内容渠道捆绑做、引进伙

伴双赢做”的方案，通过与企业联合，促使文化产业

良性蔓延。我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核心企业有：湖

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电传媒孤灯

有限公司、快乐购有限责任公司等，排名前１０的公
司都位于长沙市。目前，长株潭文化创意产业增加

值在整个湖南省的所占比列高达５５％。
４．生物产业。湖南省拥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国家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中医临床研究

基地。“千金药业”发展为全国妇科首选品牌产品；

袁隆平杂交水稻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医药材

的储备资源在全国位列前三；生猪出栏数目在中国

排名第二；杂交水稻、橘子的种植范围占据全国首

位。我省生物产业发展的核心企业有：株洲千金药

业、老百姓医药、九芝堂、康琪壹佰等企业。２００６年
始，湖南省生物领域获发明专利３３０个、国家级证
书３３０个、认定动植物新品种５２０个，获得新品种
权３３０个。
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是指对新能源的

开发和利用，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新型

能源。我省新能源企业有１５０多个，龙头企业有：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和衡阳等地；我省还拥有

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南华大学等，在新能源方

面有着很强开拓能创新能力的大学；拥有国家级别

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研究

中１２个，省级别的２０个左右；当前在燃料乙醇制
备技术，能量计量等方面位于全国领先地位。

６．信息产业。信息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的发
展，对促进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湖南省电子信息产业的
主要营业额以平均每年 ２５％的速度增加。２０１１
年，湖南省信息产业的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亿人民币。
软件产值和规模连续七年成为中部六省第一名，行

业内软件开发优势越来越明显，培养了一批骨干企

业，建立了全网手机支付平台。湖南信息产业主要

分布在省会长沙，而长沙的电子信息产业在空间分

布上又以长沙高新区为核心，与岳麓科技园、星沙

工业园、隆平科技园，形成“一轴四区”的基本格局。

７．节能环保产业。湖南省节能环保产业始于
１９７０年，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节能环保产业在
长株潭已形成了聚集度较高区域；形成了非常有特

色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株冶集团和泪罗、永兴发

展为国家循环经济试验点；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

模，节能环保产业总额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８０亿元人民
币提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８３０亿元人民币。每年平均增
长达１５％；形成了一定的科研力量，具有５个省级
的工程技术研究院和７个重点实验中心以及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等一批研究单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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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空间布局及
存在的问题

　　（一）空间布局
２０１４年，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和郴州６

个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规模超过８００亿
元人民币，６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合计收入占湖
南省８３．４％。［２］其中，长沙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
规模第一，毛利润为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占湖南省
３８％；岳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规模为第二，毛
利润为１１００亿元人民币，占全省１１％；株洲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总量规模为第三，毛利润９５０亿元人
民币，占全省９．５％。①



长株潭城市群是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主聚集地，２０１４年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显
示：２０１４年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毛利润收入８７００

亿元人民币，占整个湖南省８６％；利润总额３７０亿
元人民币，占湖南省８５％；长株潭是湖南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引导地区。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毛利润为１８０２亿人民币；湘南
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毛利润为１９００亿人民
币，大湘西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小，营业毛

利润为８２０亿元人民币。从盈利角度看，长株潭城
市群排名第一，环长株潭城市群排名第二，大湘西

地区排名第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排名第四，湘南

地区排名第五。［３］从整体布局结构来看，湖南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长沙为中心，呈现点轴布局模

式，北向岳阳，南向郴州发展。由此构成了湖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点—线—带”空间总布局（见

图１），即：以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郴州６市
为点，构成了南北一线的东部一带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空间布局形态。

图１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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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湖南统计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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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在的问题
１．分布较散，集聚性不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

要依靠新兴技术带动，有的也需要得到传统产业的

大力支持，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布局在科技、

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其它相关行业依附其

建立。然而，湖南省各个城市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程

度根据地域不同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导致全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很不平衡。根据２０１４年湖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从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地域分布发展来看，２０１４年湖南战略性新兴产
业３０９８家，比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５００多家，主要分布
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郴州，这６个城市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占全省６５％。６座城
市除长株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之间的地理集聚性

均不强，还没有形成空间集中、功能集约的大型综

合性新兴产业经济开发区。整体而言，湖南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分布比较分散。

２．布局规划未完全基于产业链视角，协同性较
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必须高屋建瓴，依

托各地的技术基础优势，基于产业链的视角，做好

顶层设计，以增强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协同

性。目前，湖南省各市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格

局各自为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新兴产业发展雷

同，缺少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相互合作，链式新兴

产业集群格局基本没有形成。例如，湖南省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长株潭城市群及周边地区大规模

分布，同时也在其它各市区小规模的独立发展，各

城市之间没有基于各自的技术优势和选择能与传

统产业有效对接的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因此，湖南

省很多城市基本处于各自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阶段，各地区之间协同性较弱，空间规划不合理，导

致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缺乏规模效应。

３．布局集中在核心城市，空间发展受阻。当前
湖南省规模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分布在东

部６市，大湘西发展较为滞后，这导致新兴产业发
展空间受阻。以长沙市为例，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

城市，是当今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最大

的城市，也是拥有最多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

城市，据湖南统计网统计，长沙拥有规模以上的企

业有：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９２家，新材料制造企业
２４１家，生物产业企业６６家，新能源企业２４家，节
能环保企业１６家，信息企业６８家。由此可见，长
沙市已经成为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盘踞

地。大力发展湖南省战略新兴产业，对于只有

１００００多 ｋｍ２，以及居住７００多万人口的长沙市来
说，在城市的发展空间上必然受到很大压力。

　　三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设计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性、风险性、长远性、
动态性等特征，这些产业的空间布局关系到湖南省

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优化，我们必须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做好产业的顶层设计，合

理进行空间规划。

（一）增长极模式

增长极模式理论适用于：经济发展必须是以点

状并以非均衡的方法发生的地理空间，它需要重点

发展某点，使得该点经济上升速度相对于周边其它

地方有着明显的提升，因而形成所谓的增长极，并

且跟随增长极的聚集效应带动该点和周围地方经

济的发展。［４］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湖南省重点发展

产业，首先必须对湖南省某一地方集中布局战略性

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发展，使其成为该地区的增长

极，以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湖南省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情

况来看，西部地区较为落后，主要因为缺少一个增

长极点。根据综合考量，可以重点发展吉首这个增

长极。吉首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是

包茂高速和杭瑞高速的汇合点，地理区位具有明显

优势。湖南湘西一直都是湖南省发展比较差的地

区，在湘西地区建立增长极，然后通过增长极的聚

集作用，能很好地促进周边地方经济的发展。应

此，通过对吉首市建立增长极，可以有效带动湘西

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点轴发展模式

根据点轴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湖南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特点和地区水平等条件，进行

“点—轴渐进扩散式”开发，建立合理有序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点—轴”开发结构是优化湖南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空间结构，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５］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点

轴式模型的核心在于继续重点发展长株潭城市群

这个龙头区域。一方面继续通过创新带动作用，运

用这个较为成熟的增长极使得人口和产业进一步

聚集起来，从而吸引外地的资金、公司产业以及技

术大力投入，带动轴线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协调作

用，通过这个增长极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的扩

散，对这个南北纵向的发展轴起着一个调控以及协

调作用，从而能更好的促进发展轴之间的联系。

（三）总体布局

本文结合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现

状及问题，对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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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划设计，希望能够使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空间结构更加合理有效，以促进湖南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对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分析、湖南省城市整体规划以及对未来市场需求

的预测，对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可以

概括为“一极、一圈、一轴”。（见图２）

图２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设计图

　　１．一极。指吉首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湘
西地区占整个湖南省三分之一的面积，人口占湖南

省的四分之一，但湘西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

发展在湖南省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加快湘西地区

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湖南省的重要任务，也是湖南

省实现全面富强最主要的环节。吉首市作为湘西

土家苗族自治区首府，经济发展良好，地理条件不

错，所以以吉首市作为全省西部开发的增长极，通

过调整吉首的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促进其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从而带动周

围以至整个湘西地方的发展。吉首市是湖南、湖

北、重庆、贵州四省市边区中心，是国家十八个高速

公路枢纽城市中的一个，已经形成完善的立体交通

运输网络，其交通优势非常明显。发展定位：吉首

市作为湖南省湘西和周围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枢纽，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资交流、人才交

流、信息聚集、旅游、商贸等多位一体的综合性功能

区，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的经济影响力。

２．一圈。指长沙、株洲、湘潭战略性新兴产业
圈。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也是长株潭三个城市的中

心点，长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位居湖南

省第一，是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长

株潭一体化，即通过长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

动株洲、湘潭的发展，三个城市共同协作，明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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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和不足，分工合作，共同建立长株潭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圈，大力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富强繁

荣。发展定位：将长株潭城市圈培养和发展成为湖

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形成湖南省

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心。

３．一轴。指“郴州—衡阳—长沙—岳阳”开发
轴。在这条开发轴上有京广铁路、１０７国道、武广
高铁和京珠高速，贯穿湖南南北，轴上链接了湖南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的城市，以这条开发轴

发展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发展带，是湖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的重要开发轴。发展定位：将

“郴州—衡阳—长沙—岳阳”发展成为湖南省南北

纵向发展战略新兴的重要轴承，沿线合理布局湖南

省的新能源、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等重要新兴

产业。

　　三　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合理制定战略性新兴

产业空间发展战略

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

地位至关重要。目前，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

于初级培养发展阶段，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离不开湖南政府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加强

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树立“政府提供支持，市

场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配置”的观念，把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在“管理”

及“培育”两点上下功夫，才能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

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起来，才能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成为湖南省富强的动力源泉。［６］对于处在发展初

级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讲，政府在城市规划中

起着主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政府调整战略、制

定计划和建设管理这三个环节中，湖南省政府必须

深刻地了解市场，在遵循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下，

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地理情况、资源和技术优势，因

地制宜地制定湖南省各城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定位和计划。［７］

政府要高度重视合理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空间发展战略。首先，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

布局的设想是顺应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

因此，在未来湖南省的城市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

划和土地规划中，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综

合考虑至关重要；其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重要环节上，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政府的

领导力，对产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规划，

还要重视周边地方的沟通与合作。对重点发展区

域而言，政府要制定重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明确产业的发展项目、结构及功能，引导战略

性新兴产业相关的资源向重点区域聚集，最后形成

特色的经济增长极。

（二）建立全省新兴产业管理中心，促进省内各

城市间的合作与发展

在确定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布局设计

理念的前提下，在湖南省政府进一步制定全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

的环节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全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管理中心，站在全省视野的高度去宏观协调和督促

各城市树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局观，促进各

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真正实现产业链上的深度合

作，避免各城市间各自为政，减少重复发展的风险。

这个管理中心可以设在现有的湖南省长株潭“两型

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以

下简称省两型办）下，虽然现有的两型办主要是针

对长株潭城市群进行管理，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授权现有两型

办的有关产业发展部门增加对全省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的权力。若考虑可能出

现的职权混乱问题，该管理中心也可设在湖南省经

济与信息化委员会下，由负责产业管理的相关部门

挑选专业人员组建负责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宏观

调控与管理中心，有效促进湖南省各城市之间的深

度合作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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