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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城市带动力的长株潭都市圈
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杨　英

湖南工学院 商学院，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则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全面体现。论文基于长株潭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长沙市的高质量发展现状和

成功经验总结从都市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产业协同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开放型经济发展和交通于信息网络体系构建等

五个方面提出核心城市带动长株潭都市圈整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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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株潭都市圈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京广经济带的交汇节

点，具有连南接北、贯通东西的重要地理区位，其包括长

沙、株洲、湘潭3市，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具有良好的培

育创新环境，是我国唯一一个具有军民融合创新特色的国

家级示范区，现已初步形成了科技财力资源、科技人力资

源、科技物力资源、科技知识信息资源多样化发展与布局

趋势。作为长株潭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长沙市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

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之一[1]。在交通运输方面，长沙市拥

有一个完善的交通网络，包括公路、铁路、民航等多种方

式，连接着国内外的各个城市。核心城市具有主导都市圈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基于其自身的综合经济实力、创

新能力、市场化程度、开放水平等经济要素可以辐射带动

都市圈其他城市，促进长株潭都市圈的协同高质量发展。

本文主要探讨长株潭都市圈核心城市之长沙市的高质量发

展经验及其带动长株潭都市圈整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现状分析

1.1招商引资稳步增长

“十三五”以来，长沙市招商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2022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0.99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54.4％。全年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2299.96亿元，比上

年增长13.4％。2022年新引进重大项目200个，总投资2380

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都超过上年水平。其中，德赛电

池储能电芯及电芯封装项目（望城区，总投资100亿元）、

电子材料产业配套及高端日化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浏

阳市，投资102亿元）、第三代半导体开福金霞产业园项

目（开福区，总投资100亿）、万象生态教育智慧城（天心

区，投资108亿）、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

（长沙县，投资102亿）、楚天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产业链

建设项目（宁乡市，投资110亿）等投资超百亿的项目共6

个，成为长沙经济发展与稳投资的“压舱石”。

在引进项目资金总规模继续攀升的同时，项目质量实现

了进一步的提升，2022年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80个，

已有180家世界500强落户长沙，涵盖先进制造业、食品深

加工、批发和零售、高端服务业等行业，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为全市产业加快发展蓄势赋能。

1.2对外贸易量质齐升

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自201 6年至20 2 2年进出口

总额年均增长达到23.4%，2022年达到3315.55亿元

（497.6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增速居中部省会

城市第一。长沙外贸进出口总额更是连续多年实现跨

越式发展：2018年突破1000亿元，2019年突破2000亿

元，2022年突破3000亿元。

外贸企业越来越多。2022年长沙外贸实绩企业突破

3900家，同比增长超10%。进出口额超1亿元企业500多

家，超10亿元企业30多家，超100亿元企业实现零的突

破。外贸主体不断壮大，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民营企

业经济活力显著提升，成为进出口主力。

国际市场不断开拓。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贸易往来，2022年长沙对东盟进出口值755.4亿元，同比

增长47.9%；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值1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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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41.8%；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值1167.8

亿元，增长27.9%；对非洲进出口值244.7亿元，增长  

72.3%。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加工贸易比重不断提升，高质

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增长迅速，机电、高新技术

产品占主导地位。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伴随着对外开放

的力度不断加强，实质性利好政策的陆续推出，跨境电

商行业将迈向更成熟稳定的发展新阶段。2022年长沙开

展“跨境电商+保税展示”新零售创新改革试点，跨境电

商进出口累计超40亿美元，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30%。

1.3经济合作加速推进

“十三五”以来，长沙市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

去”战略，双管齐下，效果明显。长沙的经贸“朋友圈”

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好城市达103对，赴

境外投资企业达1700余家，工程机械、杂交水稻、农机农

技、路桥房建等走出去“湘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国际产能合作不断深化，阿治曼中国城等重点境外经贸

园区加快建设，老挝炫烨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被认定为中

国“一带一路”重点发展项目，隆平高科并购巴西陶氏益

农等境外合作项目卓有成效，竞争新优势不断凸显。服务

外包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以信息技术外包业务为主、业

务流程外包与知识流程外包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服务外

包累计总执行额达143亿美元，年均增长15%。文化交流日

益加强，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成为首批国家文化

出口基地。

2　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探讨

2.1招大引强，抢占高新产业制高点

长沙市围绕打造“三个高地”的目标，以招项目、兴产

业、强实体、促发展为原则，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

招商新政表明，长沙市将“1+2+N”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2条

产业链项目作为主攻方向[2]，将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

营500强企业作为的主要目标，将外资企业、生产型外贸企

业作为突破重点，最高奖励千万元助力项目落地。

主动出击，才能抢得先机。长沙市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围

绕先进装备制造业向创新要动能，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势

头强劲，健康医药产业朝气蓬勃，新型建材产业“效”“

绿”齐升，基础材料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产业

欣欣向荣。近年来，一个个重大项目牵手长沙，在星城大

地高高昂起“龙头”，引领长沙经济舞出别样精彩，不断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梳理发现在这些重大项目中，高

新产业成为长沙推动大招商实现新突破的关键词。

2.2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刷新“长沙速度”

长沙各级各部门持续擦亮“长沙服务”品牌，以一流的

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舒心、放心、省心、安心。正是

有了高效的招商模式和优质的营商环境，长沙招商引资不

断迸发出新的激情和活力。2021年，长沙获评“中国最具

投资吸引力城市”和“中国十佳外商投资最满意城市”。

湖南作为中部大省，“一带一路”区位优势明显，长

沙率先抓住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带来区

域发展新机遇，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城市、“

一带一部”首位城市、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首批陆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拥有六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五大国家

级园区和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中欧班

列（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等开放平台，国际交流日益深

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长沙速度”不断刷新。

2.3创新招商机制，主动“走出去，引进来”

构建招商新机制。招商引资要实现大突破，必须真正

实现全市“一张网”“一盘棋”“一股劲”。为此，长沙

构建了一体化招商新机制，推动全市招商政策、活动、平

台、资源、信息实现协同优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举办了各类招商活动，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场投资

推介会和博鳌亚洲论坛经安会首届大会等，收获一批好项

目、大项目，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长沙

积蓄力量，增添后劲。

创新招商方式。2022年12月13日，《长沙市进一步加强

招商引资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招商新政”）正

式发布，12条“硬核”举措是对长沙原有招商政策的升级

延伸，招商方式不断实现优化创新。招商新政明确鼓励各

地依法依规以股权投资形式参与招商引资。目前，市级招

商基金正在筹建，将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力量，引导基金

投资孵化前瞻性产业和服务招商引资重大项目。

上下联动，实干兴业。为确保“走出去”招商引资战

略出实效、见成果，长沙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谋划

招商，带领招商小分队外出洽谈，紧盯龙头项目，形成

上下联动招商工作的总机制。市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按照“一周一调度、一月一讲评、一季一督查、一年一考

核”的工作机制全力抓项目、招项目、建项目。市商务局

牵头抓总、市直部门紧密配合、区县园区主动作为；长沙

市工商联连续5年举办“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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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异地长沙商会开展行业招商、产业链招商更具实效，

近年来举办10余场招商推介会，共计签约项目21个。

3　核心城市带动长株潭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3.1创新驱动，助推都市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3]。长沙市应发挥创新驱动的龙头地位，加快数字

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

高地[4]。一方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对高新技

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力争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保持增长趋势。同时，在充方利用长沙市现有高校资

源的基础上还需加强湘潭和株洲的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进，

深入实施人才政策“升级版”45条，力争引进培育高端人

才、产业帅才、青年俊才等各类人才，争创国家吸引集聚

人才平台，为长株潭都市圈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助力。

3.2协调推进，促进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

紧紧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湖南省“引资三年

行动计划”，着力引进全球优质资源，推进长株潭都市圈

产业合作，构建都市圈产业生态圈，实现共赢互利。为减

少长株潭都市圈存在的产业趋同现象，强化长株潭三市之

间的分工合作，因势因利发展，形成分工明确协同创新的

城市功能定位。一方面，着重发挥长沙市重点高校科研创

新资源优势，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和科技创新高地，加大第

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创新投入，构建创新链，引领都市圈

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株洲市作为“火车拉来

的城市”，制造业发展优势明显，协同都市圈其他城市共

同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链，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整体水平和效

率，建设千亿级产业集群。

3.3绿色引领，助力都市圈产业结构升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关系到都市圈的

产业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5]。首先，发挥政策指引作用，

出台长株潭都市圈产业协同和产业结构升级指南，统筹长

株潭都市圈产业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方向，加快促进长沙高

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其次，基于都市圈三市的

功能定位，充方发挥长沙科技创新优势，提升株洲、湘潭

制造业的智能化和规模化，形成集聚效应，合力打造集跨

境电商、电子商务、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产业集群，实

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3.4开放开发，推动都市圈开放型经济发展

在长沙市开放型经济良好发展势头的引领下，促进长株

潭都市圈的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升开放开发水平，加速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借助中非经贸博览会

等平台助推长株潭都市圈打造高水平内陆开放平台，培育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其次，持续推进都市圈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建设，突破传统行业垄断，推进市场化、法治

化等制度建设，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加便利、透明、可预期

的投资环境。另外，探索都市圈与大湾区共同打造“科创

+产业”的“双向飞地”模式，把飞地经济作为服务开放新

格局的重要载体，发展开放型经济。

3.5共享发展，构建都市圈交通与信息网络体系

实现长株潭都市圈整体性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

核心城市的带动力与辐射力，更离不开城市之间基础设

施的建设与共享。首先，充分发挥长株潭都市圈“一带

一路”的区位优势，健全完善都市圈内快速交通路网体

系，加速建设“一小时”通勤圈，推进都市圈内资源要

素的流动，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都市圈整体高质

量发展[6]。其次，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建立更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和信

息共享机制。加强长株潭都市圈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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