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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4/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3_5_E5_c67_294754.htm “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基础

上，实施以长株潭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

岳阳、常德、益阳、娄底和衡阳在内的‘3 5’城市群建设战

略是实现湖南崛起的核心增长极，是湖南发展的引擎。”3

月30日，湖南省省长周强如是回答荆楚网记者的提问。 核心

增长极的湖南“3＋5”城市群 以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为

中心，1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

、衡阳5市。 实力：8市总面积9.6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

的45.8%，人口4019多万，占全省62.1%，GDP占全省的75.7％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的76.6％。 目标：区域整体生产总值

（GDP）近期2010年达到3754亿元以上，GDP增长速度达

到12%以上；到2020年增长为7918亿元以上。人均GDP到近

期2010年为2.5万元人民币以上，到2020年达到5万元人民币以

上。 “长株潭城市群的构想，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有人

提出的‘毛泽东城’。”周强说。 “‘3＋5’城市群，是湖

南对区域发展政策的最新部署。”为进一步增强长株潭一体

化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湖南提出了按照“交通

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的“五

同”要求，以长株潭一体化为基础，规划启动以长株潭为中

心的“3＋5”更大规模的城市群建设，以构建经济建设崛起

的更大效应，以实现湖南的率先崛起。 “长株潭是湖南的精

华地区，有着多方面的优势。” “武汉“1 8”城市圈有着很

多我们不能相比的优势，但我们却有着自己的特色。” 周强



分析说，“3 5”城市群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和生态条件，长

、株、潭三城鼎立，成品字形分布，水、森林资源丰富，环

境承载能力强。 其次是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长

、株、潭据中华腹地，扼南北要冲，素有“荆豫唇齿，黔粤

咽喉”之称，如今居京广经济 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

济带的结合部，是支撑沿海、沿江开放地区的后方基地和促

进内地开发的先导城市，具有无可比拟的区域优势，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南宋学者王应鳞说：欲征南方，“不得长沙，

无以成席卷之势”。 在产业结构上，泛长株潭，即“3 5”城

市群有很强的互补性。长沙在高新技术、工程机械、电子技

术产品方面有显著优势。湘潭以钢铁、机电和建材居优。株

洲则以交通设备制造、有色冶金和化工为优势。岳阳是中南

地区最大的石化工业基地和新闻纸生产基地，是正在快速成

长发展的电力能源基地和正在形成完整体系的先进制造业基

地；益阳定位为长株潭后花园，将积极开发和利用生态、人

文、旅游资源；常德是湘西北工业城市、物流中心；娄底作

为重化工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可定位为城市群的发动

机；衡阳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制造业比较发达，可建成城市

群的加工基地。 “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事关全局、影响长远。

”周强说，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将有利于形成湖南核心增长极

，加快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整合优势产业资源，在发展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增加就业的产业方面率先取得突破。同时

，有助于探索符合湖南省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子，克服中部普

遍存在的城市规模偏小、结合不紧、功能不全、支撑不强等

问题，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有序的新型城市体系，带

动全省新型城市化进程。 “长株潭一体化已经取得可喜成绩



，规划、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随

后，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介绍，世界银行已将长株潭列

为我国首批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的两个城市群之一，并提供贷

款支持，中央已将长株潭列入中部重点扶持的城市群。 据悉

，“3 5”城市群将在原“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

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新

五同”建设。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长株潭三

市GDP占湖南全省经济总量的37.6%，首超武汉市。 武汉城市

圈：1 8 ■包括武汉及黄石、鄂州、仙桃等周边八城市 ■争当

我国经济发展“第四极” ■初定三步走 ■2020年，武汉在长

江中游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武汉城市圈建设将正式启动

包括武汉及黄石、鄂州、仙桃等周边八城市 今、明两天，省

委省政府将在武昌举办“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研讨会，国

内一批专家将为武汉城市圈的建设献计献策。此后，武汉城

市圈建设即将正式启动。这是省政府秘书长李春明昨在新闻

发布会上透露的重要信息。 所谓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

中心，以100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及黄石、鄂州

、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八个周边城市。

这一区域占全省33％的国土面积，去年提供了全省59％的国

内生产总值。 据介绍：武汉城市圈建设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在国家职能部门的具体规划中，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的中

部地区，已被列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展

区之后的重点发展区。国家发改委规划的全国七大经济核心

区，中部沿江地区排在第四位。在建设部对全国八大都市圈

设想中，中部沿江地区都市圈也居第四位。而国家作出的加

快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也有可能将湖北纳入



。 建设分“三步走” 武汉城市圈的近期目标为：到2005年，

初步建成武汉城市圈交通设施高速化、网络化、一体化的基

本框架，有序启动相关高速出口通道项目建设，城市圈内的

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整合城市圈

内各类市场资源，初步构建区域大市场框架；启动跨区域企

业重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圈经济增长幅度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2到3个百分点，武汉市经济年均增长12％以上

。 中期目标为：到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圈内外的快速轨道

交通网、高速公路网、公用通信网的现代化；圈内国内生产

总值和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到70％左右；武汉市城镇

化率达到70％，其他八城市城镇化率平均达到50％。 远期目

标为：到2020年，武汉城市圈提前3到5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目标，武汉市率先在长江中游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我

国内陆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 建设三大产业带 省政府

秘书长李春明透露，武汉城市圈内将建设三大产业聚集发展

带，避免各城市产业趋同、恶性竞争。 第一个产业带：以武

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主要辐射极，推进光电子信息、钢

材制造及新材料、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环保等为重点的产业

集群，建设黄石、鄂州、黄冈、咸宁产业聚集带。 第二个产

业带：以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要辐射极，推进汽车制

造、IT设备、精细化工、轻工食品、出口加工等为重点的产

业集群，建设仙桃、潜江、天门产业聚集带。 第三个产业带

：以武汉市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区为主要辐射极，推

进汽车零配件、食品工业、农产品加工及盐、磷化工等为重

点的产业集群，建设孝感产业聚集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