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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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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株洲市县域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全国百强县比较存在明显的差距。株洲市县域经济发展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管理体制不完善，思想观念落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居民生活质量未得到明显提高；县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

资金短缺，人才外流严重；县域特色经济不明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解放思想，更新县域发展理念；加强城镇建设，有效发

挥聚集作用；完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基本职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综合实力；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动

群众，深入挖掘特色资源；积极吸引人才，实行“人才强县”战略，以促进株洲市县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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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的行政建制，包括城（集）
镇和乡村区域单元。县域是指在一个县级区划内，

以县城为中心，包括数个乡镇连接起来的统一区

域。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单位为区划范围，以

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该区域内镇（乡）、村各层

次的经济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

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而显示出

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１］。

纵观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不难发现，县域经济

不仅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交汇点，更是工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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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农业经济的结合点，是国民经济具有综合性的

基本经济单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２］。因此，增强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实力和竞争

力，是缩短城市和县域之间的差距、协调区域经济

共同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

　　一　株洲市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对比分析

（一）株洲市县域基本情况

株洲，古称建宁，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是炎黄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它位于北纬 ２６°０３’０５”～
２８°０１’０７”，东经１１２°５７’３０”～１１４°０７’１５”之间，地
处中部腹地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株洲市所辖县

域共５个，分别为：株洲县、茶陵县、炎陵县、攸县和
醴陵市。全市土地面积共计１１２４８平方公里，其中，
城区土地面积共计８６４平方公里，县域土地面积共
计１０３８４平方公里［３］。２０１３年，株洲市常住人口达
３９０．６６万人，县域所辖五县（市）人口为２７２．１９万
人，占全市总人数的 ６９．６７％。其中，城镇人口为
１２７．９９万人，农村人口为１４４．２０万人，城市化水平
为４７．０２％（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近年来，株洲市县域经济呈快速发展之势，连

续６年保持了１３％以上的增速，县域 ＧＤＰ占全市
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５０．８％。２０１３年１至５月，株洲
市所辖五县（市）规模工业增加值达１５９．６２亿元人
民币，增长１４．５％，高于城区增速４．８个百分点；县
域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７亿元人民币，增长４０．３％，
高于城区５．１个百分点（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醴陵市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全省特色制
造业重点县（市），三年内将获３亿元人民币财政支
持。同时，醴陵市稳居“全国百强县”之列，醴陵市、

攸县稳居“全省十强县”之列，株洲县、茶陵县、炎陵

县也被评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５年，
小城镇建成区面积从１５５平方公里拓展到２１５平
方公里，新建改建农村公路１．１万公里，实现了村
村通水泥路。建成洮水水库，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１６７座，完成湘江堤防工程１７公里，整修加固支流
堤防２２．９公里，连续两年夺得全省水利建设“芙蓉
杯”。新造林８５．５万亩，森林覆盖率达６１．５％。完
成农村改水改厕２０万户，户用沼气发展到８．９万
个，１１３个新农村示范村面貌明显改观［４］。

（二）株洲市县域经济对比分析

１．经济总量
株洲市县域经济总量（ＧＤＰ）连年增长，平均增

长幅度高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株洲
县域经济总量变动情况如表１所示）。五县（市）中，
醴陵市不仅经济总量最高，而且年平均增长幅度也

是最高的，综合实力最强，这是因为醴陵市存在着明

显的区位优势，且由陶瓷和鞭炮烟花产业形成的支

柱，有力地顶住了醴陵经济大厦的梁柱，由此带动的

相关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炎陵县的经济总量年平均

增幅为１９．８６％，位居第二，但是炎陵县的经济总量
偏低，直到２０１２年还未突破５０亿元人民币，是五县
市中经济总量最低的一个，全县上规模的大企业、大

项目不多，缺乏具有支撑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骨干

企业。攸县的经济总量年平均增幅较高，其经济总

量仅次于醴陵市，发展势头良好，以后可望继续在园

区建设和项目建设上更上一层。茶陵县的经济总量

及其年平均增幅都处于一般水平，需要更加重视工

业发展、城乡建设、项目建设等，应该大力弘扬“茶陵

牛”的精神。株洲县的经济总量偏低，２０１１年还出现
了明显的下滑现象，年平均增长幅度较低，和其它县

市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没有明显的区域特色经济，

产业链延伸也不长。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株洲县域ＧＤＰ变动情况（按当年价） 单位：亿元／年　　

项目 株洲市 株洲县域 株洲县 醴陵市 攸县 茶陵县 炎陵县

２００８ ９０６．５１ ４４７．７５ ５５．６５ １８５．８０ １２４．８０ ６１．０７ ２０．７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４．８９ ５０３．８５ ６３．４１ ２１１．７７ １３８．４８ ６７．３６ ２２．８３
２０１０ １２７５．４８ ６２７．４６ ７７．１１ ２６５．７５ １７３．８２ ８２．１２ ２８．６６
２０１１ １５６４．２７ ７６３．３５ ６９．０９ ３３８．１４ ２１８．１４ １０１．６９ ３６．３０
２０１２ １７６１．３２ ８８５．０４ ７９．６２ ３９５．５３ ２５１．５２ １１５．８５ ４２．５１

平均增幅／％ １８．１９ １８．６７ １０．１０ ２０．９２ １９．３２ １７．４９ １９．８６

　　注：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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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财政收入

到２０１２年底，株洲市累计实现财政预算收入

２１３．８２亿元人民币，株洲五县（市）共实现财政预

算收入８０．８０亿元人民币，占株洲市财政预算收入

的３７．７９％。五县市财政预算收入平均规模为

１６．１６亿元人民币，仅为“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的

４１．０６％，与之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令人欣慰的是，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株洲县域财政预算收入的平均增

幅高于株洲市财政预算收入的平均增幅，高出３．１９

个百分点，发展成效显著。在五县（市）中，地方财政

预算收入平均增幅较高的是攸县、醴陵市和炎陵县，

较低的是株洲县和茶陵县，株洲县在２０１１年还出现

了下滑现象；此外，株洲五县（市）财政预算收入的绝

对数值普遍偏小，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提高县域及

全市的整体财政预算收入。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株洲县域

财政预算收入变动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株洲县域财政预算收入变动情况（按当年价） 单位：亿元／年　　

项目 株洲市 株洲县域 株洲县 醴陵市 攸县 茶陵县 炎陵县

２００８ ８２．０５ ２８．１４ ３．４０ １１．８３ ７．１２ ３．７８ ２．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００．３５ ３４．３２ ４．３１ １４．２０ ８．９２ ４．２９ ２．６１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９３ ４７．５０ ５．６３ ２０．２３ １３．００ ５．３１ ３．３３

２０１１ １７５．３５ ６４．２６ ５．５１ ２８．３９ １８．５０ ７．３１ ４．５５

２０１２ ２１３．８２ ８０．８０ ７．２０ ３６．２６ ２２．２２ ９．０６ ６．０５

平均增幅／％ ２７．１６ ３０．３５ ２１．４８ ３２．６４ ３３．３６ ２４．７２ ３１．７６

　　注：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３．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至

关重要的，如果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并且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说明该县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反之，则说明该县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目前，株洲市县域

产业结构依然比较单一，农业所占比重依然较大，

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小。据统计，２００８年，株

洲市县域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２２．４∶４５．９∶３１．７；

２０１２年，株洲市县域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１４．２∶５７．５∶２８．３（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在株洲市县域经济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

重较高，仍然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林业和渔业

所占比重偏低，基本上还属于农业经济阶段；虽然

工业经济已经有了适当的发展，但是以重工业为

主，高科技产业偏少，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第三产业中，占比重较高的仍然是吃、穿、用、

行、住等低层次的服务，较高层次的服务比重较小，

需要向这一方面发展。株洲市县域经济结构难以

改善和优化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投入偏少，对经济

发展的推动力较小，导致农业经济成为主体，工

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比较落后。正常情况下，多数

“全国百强县”的农业占县域经济总量的比重在

１０％以内，工业和服务业比重超过 ９０％。今后，

株洲市政府应该着力调整和优化县域经济的产业

结构，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提高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比重，形成强有力的主导产业，既有利

于株洲市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低碳、

环保、资源节约的目标，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株洲

市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图１所示为２００８年及

２０１２年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比例示意图。

ａ）２００８年

ｂ）２０１２年

图１　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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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活水平
随着株洲市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株洲市县域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购买力不断增强，消费支出不断

扩大。具体表现在：２００８年县域农村居民每人总收
入为７５２２元人民币，到２０１２年高达１４０４３元人民
币，２０１２年县域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几乎是２００８年
的两倍。伴随着总收入的提高，总支出也不断扩大，

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县域农村居民的总支出突破万元人
民币，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２０１２年，株洲市县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６６．５７亿元人民币，占全市社
会消费零售总额的４５．９７％，增长了１５．２％，如表３
所示，县域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近５年在各个
方面都有很明显的提升。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县域农村居民每人生活消费支出

单位：元／年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食品 １７２７ １９００ ２３８２ ２８００ ３０３９

衣着 ２１８ ２５７ ３０１ ３９０ ４６３

居住 ７５６ ８８４ ９８１ １１７６ １３９５

家庭设备 ２６６ ３５５ ４２３ ５５５ ６８２

医疗保险 ２６３ ２８２ ３６２ ５４６ ６０３

交通通讯 ３９３ ４８５ ４４７ ５９０ ７２３

文教娱乐 ３３３ ３２７ ３７８ ４３２ ４８５

其他商品 １５５ １８８ １９３ ２２０ ２６６

　　注：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县域农村居民

平均每人总收入及总支出

５．株洲县域经济规模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通过表４的比较，可以看出，株洲市县域经济

平均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省平均水平相比不

算低，县域ＧＤＰ、县域人均ＧＤＰ、县域地方财政规模

和县域人均财政收入均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但是，和“全国百强县”相比，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

的差距，四项指标都远远落后。全国百强县 ＧＤＰ

和地方财政规模分别为５７８．３４亿元人民币和３９．３６

亿元人民币，而株洲仅为 １７７．５６亿元人民币和

１６．１８亿元人民币，百强县是株洲的３．２６倍和２．４３

倍，两项指标人均量的差距稍小，为２．０２倍和１．５１

倍。今后，株洲市县域各项经济指标应该向“全国

百强县”看齐，努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　株洲市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体制不完善，思想观念落后

株洲市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不完

善，没有完全把国家有关的人口、土地和环境的政

策落实到位。县域经济发展行政分割多头管理状

况比较明显，统一的大市场没有形成，各类产品及

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企业的重组优化在不同的县域

之间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跨县域经济联合和协作

行为多在政府之间进行，企业很少参与；跨县域之

间的合作行为难以落实，这极大地影响着县域经济

的发展。有些县（市）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

盲目上一些不可靠的项目，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不

同县域之间产业结构趋同，没有形成县域特色经

济，抑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部分干部思想观念落

后，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部分老百姓眼光

狭隘，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未能用长远的眼

光来看待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缺乏，这也是妨

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５］

表４　２０１３年度株洲县域经济规模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比较

研究对象 人口规模／（万人／县） ＧＤＰ规模／（亿元／县） 人均ＧＤＰ／（元／人） 地方财政规模／（亿元／县） 人均财政收入／（元／人）

全国 ４４．５３ １２２．１ ２７４２０ ６．６３ １４８９

湖南 ５８．４４ １２９．８８ ２２２２４ ４．９３ ８４３

百强县 ８７．９３ ５７８．３４ ６５７７２ ３９．３６ ４４７６

株洲 ５４．４４ １７７．５６ ３２６１５ １６．１８ ２９７２

　　数据来源：网络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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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居于主导地

位，其变动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全

国百强县”的经济结构普遍朝着降低第一产业，提

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方向变动。而株洲市县

域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调整节奏缓慢，产业和产品结构亟待调整

和提升。近年来，株洲市县域的农业经济中，生态

农业和优质高效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但在第一产业

中所占比例不大，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更小，还难以

体现其变化。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拥有大规模流水

线生产的企业较少，仍然以重工业为基础，高科技

企业很少，市场占有率高和科技含量高的优势产品

更少，再加上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工业化进程很慢。

第三产业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有所发

展，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有所提高，但主要集中在

传统服务业，受农业和工业发展水平的限制，与现

代农业和工业配套的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尚未形成［６］。

（三）居民生活质量未得到明显提高

恩格尔系数是反映一个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

标志，它表示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

比重，当比重越小的时候，表示着生活水平越高。

如图３所示，株洲市五县（市）近三年的恩格尔下降

趋势不明显，没有一个县市是近３年恩格尔系数持

续下降的。虽然近几年居民的开支的绝对数不断

的提高，但是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并没有下降，说明

县域居民的花销很大一部分还在吃穿用行上，生活

质量未得到明显改善。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株洲县域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

（四）县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

株洲市县域经济整体发展不平衡，差距非常明

显。发展较好的县市有醴陵市和攸县，已跻身于

“全省十强县”之列，甚至醴陵市已进入“全国百强

县”之列；发展一般的县市有株洲县、茶陵县和炎陵

县，仍然只是先进县，各项县域经济指标与醴陵市

和攸县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见表５）。２０１２年株洲

县域单位中，从人均ＧＤＰ来看，人均ＧＤＰ最多的醴

陵市比人均ＧＤＰ最少的茶陵县多出２１２５８元人民

币，醴陵市人均ＧＤＰ超过茶陵县人均ＧＤＰ的两倍。

从财政收入来看，人均财政收入最多的醴陵市比人

均财政收入最少的茶陵县多出２２１９元人民币，醴

陵市人均财政收入是茶陵县人均财政收入的将近

２．５倍；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年固定资产投资最

多的醴陵市比年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株洲县多出

１４４．５３亿元人民币，醴陵市的年固定资产投资是株

洲县年固定资产投资的４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株洲市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相当不平衡，县域之

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表５　株洲市２０１２年县域经济指标情况分析表

研究对象
ＧＤＰ总量

（亿元）

人均ＧＤＰ

（元）

财政收入

（亿元）

人均财政收入

（元）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株洲县 ７９．６２ ２７４９３ ７．２０ ２４８６ ４７．７８

醴陵市 ３９５．５３ ４１２８７ ３６．２６ ３７８５ １９１．２５

攸县 ２５１．５２ ３６２５８ ２２．２２ ３２０３ １５６．１０

茶陵县 １１５．８５ ２００２９ ９．０６ １５６６ ６５．０８

炎陵县 ４２．５１ ２１０２４ ６．０５ ２９９２ ５８．３５

　　注：数据来源：《株洲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五）资金短缺，人才外流

要发展经济，必然要有投入，资金是保障县域

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株洲市县域由于经济

发展不平衡，财政来源渠道比较单一，财政收入的

增长远滞后于其支出的不断扩张，造成资金严重短

缺。据统计，株洲市县域的企业基本上以中小企业

为主，其设备体系不健全，加之政策紧缩，很难从国

有大商业银行贷款，造成资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

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低，招商引资的渠道不畅通，从

而使整个县域资金呈吃紧状态。此外，县域经济大

多不如城区经济发展得好，株洲市的县域也不例

外，受工资情况、生活环境等影响，很多学成归来的

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不愿意待在县域，大多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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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人才不断地外流。

（六）县域特色经济不明显

发展特色经济主要是依托本地优势生产要素，

发挥资源优势，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

取得比较优势，从而极大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

展。而株洲市县域特色经济起步较晚，目前除了特

色经济发展较好的醴陵市外，大部分县域还没有认

清自身的发展状况，没有将资源优势及区位优势很

好地加以利用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小而全”的

“全能县”依然存在，造成产业结构大致相同，而做

不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造成特色不明显，导致

当地经济发展较慢，竞争力不强。［７］

　　三　促进株洲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解放思想，更新县域发展理念

要发展株洲市县域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放

思想，更新县域发展理念，去除那些和现代经济发

展观相矛盾的陈旧的、不合时宜的观点和看法，确

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科学发展观［８］。

“全国百强县”前三名都是江苏的县市，分别为：江

阴市、昆山市和张家港市，他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

破除旧思想，敢闯敢试，敢于实践，敢于总结，不断

地创新，不断地完善自己。株洲市县域的管理人员

应该多向浙江、江苏等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学习，

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方法，促进株洲市县域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二）加强城镇建设，有效发挥聚集作用

近几年，株洲市受“两型社会建设”的影响整体

发展较快，但是主要集中在城区建设这一块，县域

发展还做得不够，当前需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首先，引导农村

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有效实现劳动

力的充分使用，保障其户口落实到位；第二，农民定

居小城镇以后，要享受到与其他城镇居民同等的社

会福利待遇；第三，城镇建设与特色经济结合起来，

坚持产业兴镇，通过组建公司、合作经营、招商引资

等多种形式，实现城镇与企业共同发展。

（三）完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基本职能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保障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株洲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城镇化为支

撑，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改

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切实完善那些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为

城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政策环境。同

时，政府还要转变职能，从根本上由“管理企业、管

理百姓”的理念到“服务企业、服务百姓”的理念转

变，通过建成“服务型”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办事

效率，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综合实力

三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能体现一个地区综合

经济实力的强弱。株洲市县域三次产业结构还需

要进一步的优化升级，降低第一产业的比率，提高

二三产业的比率，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率。首先，

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高

效农业等现代化手段，把农业经济潜能充分的挖掘

和释放出来；第二，继续实现工业强县战略，对中小

型的企业进行内部改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

先进的制造业；第三，关停那些对环境严重污染的

重工业企业，优先发展县域生产性的服务业，重点

发展商贸集聚区，扩宽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新领域。

此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县

域经济的重要支撑［９］。

（五）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招商引资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

手段和有效的途径，株洲市县域经济要想取得进一

步的发展必须不断地扩大招商引资。首先，加强招

商引资的理念。想要顺利地进行招商引资，必须从

心理上重视它，树立开放的理念，放眼全球，形成招

商引资的新机制［１０］。第二，以实际行动促进招商

引资。将招商引资与国家企业的改革相结合，与工

业园区建设相结合，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与改

造中小企业相结合，与政策税收完善相结合，走出

一条适合自己的招商引资路子。第三，株洲市县域

党政主要领导人应该组织相关人员到县域经济发

展较好的地区进行考察、学习、交流，以吸取别人的

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六）发动群众，深入挖掘特色资源

特色资源不一定总是现存的生产资源，有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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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资源可能来自于不是非常明显的民间习俗、生活

习惯以及文化传统。应该多学习日本的一些县域

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经验，搞一场群众运动，深入

挖掘民间可利用的特色资源。各县（市）要因地适

宜，确定不同的主攻方向，突出自己的特色资源，错

位发展，梯度推进，防止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经

济发展较好的县（市）要重新整合生产要素，充分发

挥优势资源，全面提升其竞争力水平。经济发展较

差的县（市），应当深入挖掘特色资源，并搞好基础

设施的建设，积蓄后发优势，着力发展县域特色

经济。

（七）积极吸引人才，实行“人才强县”战略

人才是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因此株洲各县域也必须实行“人才强县”战略。首

先，加强对本地人员的培训教育，提升其综合素质。

株洲市县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高素质人才缺

乏，通过政府培训教育，提升人员的素质。第二，吸

引外来优秀人才。通过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同时

用一些优惠的待遇和美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吸引和

留住高素质人才。第三，注重后期的培训教育。无

论是本地人才还是外来人才，都应定期对他们进行

培训教育，同时引进新的方法和路子，促进县域经

济的大力发展［１１］。

综上所述，影响株洲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还

有很多，实现株洲市县域经济同步大发展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发现缺点

和不足，及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以实现株

洲市县域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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