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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确立的重大战略目标，“四化两型”已成为湖南实现转

型发展的一支重要杠杆。
1月22日，湖南亮出了2013年“年报”——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2.45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2000亿元，全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341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8372元。在国际国内经济
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一份成绩单令人满意。

近几年来，湖南在转型发展道路上苦苦求索，如今又担负起为全国“两型”
社会建设探路的重任。为此，掌舵者更加沉着冷静，更加注重战略谋划，“四化两
型”战略由此提出并付诸实施。

具体来说，“四化两型”就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道相同则心相知，心相知则力相合”。7000多万湖南人凝心聚力，以“四化
两型”支撑湖南经济转型发展。

2013年，湖南工程装备工业发展风生水起——从2011年起至今连续3年进
入全国十强。2013年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上，湖南企业中联重科位列第六位。

2013年，湖南成为投资热土——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25家，与

71家央企对接项目 294个。通过发展，催生出三一、中联、中国南车等一批优势
本土企业，成功实现跨国经营。

2013年，湖南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长株潭自主创新现象”引来全国乃
至世界的瞩目，炭/炭复合材料、超级杂交水稻、“天河”超级计算机、中低速磁悬
浮列车等一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让“湖南制造”开始向“湖南创造”嬗变。

2013年，湖南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成长空间——继长株潭、湘南、大湘
西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层面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也有望进入……

2013年，湖南汽车工业迅速崛起——上海大众“落子”长沙。经过几年“核裂
变”，湖南快速成长为中国第七大汽车产业基地，三湘大地聚集着广汽、北汽福
田、吉利、上汽、比亚迪等品牌，汽车产业成为第三个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2013年，交通业发展空前——沪昆高铁和京广高铁在长沙南站成功对接，
衡柳高铁直通北京，10余条铁路正在快速建设中。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5000公里，排名全国第四。

2013年是湖南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关键一年。
但“两型”如何实现？湖南明确了“四化”路径——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

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以“两型”引领“四化”，以“四化”带动“两型”。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一语中的：“实施‘四化两型’战

略，是湖南深化改革开放、增强长远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缩小湖南与发达地区
的发展差距、实现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

底线原则告诉人们：一要面对事实；二要接受出现的最差情况；三是意识到
一旦你处于底线的位置上，你唯一能做的事只有：向上！

离开了四条底线，湖南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这一逻辑关系，湖南省委省政府
十分清楚。

——稳定粮食生产，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这是湖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
的命脉！

——节能减排。这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保护湖南的青山绿水，提高森林覆盖率。这是湖南永续发展的基石！
——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这是人民的心声和呼

声！
守住四条底线，是湖南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统筹兼顾各项工作

的具体体现。
粮食生产问题，是事关全局性的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无粮不稳”；对于

百姓来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湖广熟，天下足。”多年以来，湖南的稻米产量一直稳居全国前列，2013年

产量继续超过 600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6%，每年为国家贡献粮食 100多亿
斤。

可形势不容乐观。近几年，全省耕地面积仍以2%左右的速度在递减。
为此，湖南省委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耕地保有量不突破这条底线。通

过开展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培育新品种，改
进耕种方式，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提高农业产业化的技术与水平，提高农业生产
的规模效率、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严守粮食生产的底线不动摇。

对湖南来说，节能减排刻不容缓。
湖南是一个能源先天不足的省份，经济发展的两大“血液”——油和气均为

零。
主要消费能源——煤炭的情形也不容乐观，人均可采储量只有全国平均水

平的28.8%，人均保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
长期以来，湖南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高能耗的重化工业的拉动。

湖南工业耗能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高耗能企业能耗占全省工业能
耗总量的90%。

因此，近年来湖南能源供应经常出现瓶颈，电力、煤炭等频频拉响了红色警
报。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科技创新是节能减排的必然
选择。

2013年，湖南大力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在新建工业企业时，

能耗标准必须作为审批、核准和
备案的强制性门槛。采取强制措
施，关停小火电，淘汰小水泥，整
治小造纸，坚决淘汰年产 5 万吨
以下化学制浆造纸企业和年产 1
万吨以下利用废纸造纸企业，坚
决把过高的能源、资源消耗降下
来。

同时，湖南将“节能减排”指
标纳入各地党政官员的年度考核
内容，对节能减排的行政强制手
段也越来越强硬。

气象学上有种著名的“蝴蝶
效应”理论：表面看来微小的事
情，可能带来巨大的连锁效应。

湖南自然生态也可能会出现
这种效应。因为，近年来——

大气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
大气环境质量不高；

洞庭湖泥沙淤积、水质污染、
内涝频繁；

母亲河——湘江在城市河段
受到了工业污染源及城市生活污水的双重污染，下游重点河段尤为突出。

为让老百姓呼吸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湖南在推进
经济发展的同时，全力保护绿水青山，努力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

2013年 9月，保护和治理湘江被正式列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让湘江
这条“母亲河”重现“郁郁葱葱、岸芷汀兰”美景的背后，彰显了政府治污的决心。

为使生态优势成为经济优势，湖南各级党委政府更加注重对污染的治理，
提高水资源、空气的质量；更加注意保护现有森林资源，确保森林覆盖率不减
少；更加合理地制订生态规划，实现环保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发展。

民生为先，民生为重，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近几年，湖南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响亮地提出，严守“改善民生”底

线。对事关民生的工作决不松懈，对涉及民生的问题决不推诿，对落实民生的政
策措施决不敷衍。

2013年，湖南努力给低收入群体解困，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
覆盖面，着力解决经济开发过程中土地征用、耕地保护、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
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复转退军人、农民工等的
就业服务工作，大力开展再就业援助，继续完善和推行廉租房制度……

今年湖南省“两会”提出，围绕“两房两棚”建设、“两供”、“两治”等人民群众
关心的实际问题，集中力量办好15件实事。包括新建、改建农村公路8000公里，
解决36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城镇就业75万人，新增公租房（含廉租
房）15万套等。

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的出台，温暖着人心，凝聚着民心。

初步核算，2013 年，湖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24501.7 亿元，同比增长
10.1%。

不过，与经济发达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昔日“湖广”中的“广”——
2013年，广东成为我国首个地区生产总值过1万亿美元的省份。

“湖南一车猪，换回广东一车小商品”，这曾是改革开放初期，湖南作为广东
“跟跑者”的形象比喻。

而历史上，“湖”始终在前，而“广”一直在后。
在把握湖南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在全国改革版图中找准湖南的位置，省委

省政府开始更深刻地思考……
伴随一次次思想上的解放，伴随着一次次思想火花的碰撞，省委省政府形

成了共识——
湖南要想实现从“跟跑者”到探索“两型发展”排

头兵角色转变，就必须“经济总量、人均量和运行质量
的同步提升”（简称“三量齐升”）。

但是，湖南经济总量、人均量和运行质量的现状
却差强人意。

从总量看，湖南省面临“前堵后追”的竞争局面。
近六年，湖南省GDP总量排全国前十，一方面与前几
位总量差距在拉大，另一方面追兵咄咄逼人。

从均量看，湖南省经济发展主要指标的人均水平
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全省人均GDP为33480
元，低于全国 4800多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3246元、477元。

从质量看，湖南省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还十分
繁重。全省农业大而不强，传统产业尤其是重化工
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不快。

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富饶湖南，必须坚持“三量

齐升”。2013年，湖南出台了一系列促“三量齐升”的措施。
在发展速度上，湖南努力做大经济总量。一方面，一步步缩小与全国平均发

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以发展带动和扩大就业，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
平。

在发展效益上，湖南大力提高人均指标。一方面，分步确定人均指标赶超全
国水平的年度目标。另一方面，进一步量化城乡居民收入、就业率、住房、就医、
就学、生态环境等关键性普惠指标。

在发展质量上，湖南全力降低能耗物耗。一方面，以产业转型、科技进步、节
能减排等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经济社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力求以
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小的环境占用促进经济发展。

明确“一带一部”定位，提升区位优势

“一带一部”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
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湖南时提出来的。这给湖南未来一个时期改革
发展方向给予了全新的定位。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湖
南独特区位优势日益彰显，有利于加速承接产业转移、加强区域合作、加快扩大
开放，更多更好赢得“过渡带”和“结合部”的红利。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也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带一部”的提
出，将给湖南带来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互叠加、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市场等发
展机遇。

过渡带和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对湖南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2014年，湖南将充分挖掘和放大“一带一部”区位

优势，积极参与泛珠区域、中部地区等区域经济合作，主动对接上海自贸区，对
接国家“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开放战略，主
动融入长江经济带。

随着“长三角”由长江往纵深发展，长沙作为京广高铁和沪昆高铁的交汇
点，与经济发展的龙头北京、上海、广州经济链接优势日益凸显。

“中国东部发达，西部比较困难，两头‘水位’不同。只要把两端一打通，‘水
位’就会持平。”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有限公司董事长鲁贵卿认为“一带一
部”，将给湖南战略发展带来新机遇。

2014年，湖南省为更好地实施“一带一部”发展战略，将全面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力争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万亿元以上。

交通。争取建成通车高速公路400公里，新改建国省干线1500公里；实施洞
庭湖航道升级工程，推进湘江土谷塘航电枢纽、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等水运项目
建设；加快沪昆客运专线湖南段、怀邵衡、黔张常等铁路项目建设；推进长沙机
场飞行区东扩及支线机场改扩建，发展省内支线航空和国际航线。

能源。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 120万千瓦以上，推进西气东输三线湖南段建
设，加快新一轮农网、主网输电网架及县城电网改造。

城建。重点建设各市州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垃圾治理、地下管网、公共交通
和绿化、美化、净化等工程。

信息。重点推进第四代移动通信、光纤宽带网络、局域传感网络和云计算网
络等设施建设。

水利。重点加强洞庭湖和“四水”流域综合治理，以及东江湖等水源工程建
设。

生态。继续抓好退耕还林和生态林建设，开展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推进园
区循环化改造。

民生。大力推进城乡安居工程和环境治理等项目建设。引导房地产业健康
发展，加大普通商品房供给。

展望湖南2014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
只要走深化改革之路、创新驱动之路、绿色环保之路、人本发展之路，湖南

必能后劲十足，后来居上。
只要保持“改革者”的“敢为人先”，坚持用改革破除难题、激发活力、释放红

利，坚持“改革者”的“坚忍不拔”，做到改革意识不松懈、改革劲头不减弱，湖南
必能崛起赶超、富民强省。

只要形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
代产业体系，湖南潜力将充分发挥，前景光明。

战 略

《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在中国哲学中，表示“终极真理”。

湖南因处洞庭湖之南而名。古诗句“秋风万里芙蓉国”，凸显湖南物华天宝。然而

“芙蓉国”的美誉，并不能改变湖南是农业大省、工业弱省的现状。

湖南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之道？是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积极思考的大问题。“四化两型” 驱动湖南发展

守住“四条底线”，撬动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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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四化两型”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促进“三量齐升”，实现科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