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驗區崛起湖南「兩型」
「兩型社會」 建設的新目標

「十二五」時期，作為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
會」建設的第二階段，也是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中共湖南省委描繪了未來五
年的宏偉藍圖：基本形成現代產業體系、可持續發
展體系、科技創新體系、民生保障體系和制度支撐
體系；城鎮化率達到50%以上，財政收入超過3000
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收入分
別超過26000元和8500元。到2015年，長株潭城市
群初步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
方式和消費模式，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比2007年
降低35%，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率為93%以上，飲用
水源達標率為98%，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為95%，
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比2007年削減
23%和12%，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努力實現優
化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人本發展。四個發
展目標的提出，亦意味 湖南「兩型社會」建設將
朝 人本、創新、綠色、優化方向推進。

「兩型社會」建設的新舉措
新階段如何進一步推進「兩型社會」建設？湖南明確提出，要

按照試驗區改革建設的總體部署，充分利用先行先試政策，堅持
以建設「兩型社會」統攬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以發展方式轉
變推進「兩型社會」建設，堅持「兩型」引領、「兩新」主導，
堅持點面結合、改革和建設結合、項目化管理和機制性建設結
合，第二階段的改革試驗任務與「十二五」時期國家、湖南對改
革發展的新要求結合，全力實施「八大工程」， 力推進「十個一
體化」，努力在示範區和工業園區建設、「兩型」產業、城鄉統
籌、節能減排、生態保護、「兩型」生活方式、綜合基礎設施建
設等方面率先突破，創新體制機制，把試驗區建設成為全省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引擎，並以此帶動全省「兩型社會」建設。
全力實施「八大工程」。一是「兩型」產業振興工程。用先進適

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淘汰落後產能；加速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醫藥、節能環保、文化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構
建特色突出、結構優化的「兩型」產業體系，壯大一批千億產
業、發展一批千億集群、培育一批千億企業、打造一批千億園
區。二是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加快「七縱七橫」核心區城際幹道
網、「二環六射」高速公路網和「一縱兩橫半環」城際鐵路網建
設，實現「3、6、9」公共交通目標，加速高鐵、港口、河道、機
場建設，大力提升通道能級，打造以軌道交通為核心的「兩型」
綜合交通體系，形成「佈局合理、功能完備、特色鮮明、承載力
強」的城市基礎設施體系。三是節能減排全覆蓋工程。以節能減
排在線管理為突破口，逐步推廣合同能源管理，促進建築、交

通、商業、民用等領域的節能推廣，在全國率先形成節能減排考
核評價、行業標準、用能標準和設計規範等系統管理的體制機
制。探索排污權、碳排放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四是湘江流域

綜合治理工程。以保護飲用水源安全為主要目標，實施湘江流域
水污染綜合整治新的行動計劃，推進重金屬污染治理、流域截污
治污、城市潔淨、農村面源污染治理、生態建設等工程建設，加
大生態補償力度和環保執法力度，促進兩岸生態修復，建設美麗
繁榮的湘江生態經濟帶，打造「東方萊茵河」。五是示範區建設推

進工程。在五大示範區大力推進資源、環境、土地、投融資、行
政管理等體制機制創新，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兩型」
技術和產品研發和應用、招商引資，推進省市共建、廳市合作，
突出益陽魚形山、湘潭韶山、岳陽湘陰等「兩型」特色區域中心
建設。六是城鄉統籌示範工程。加快實現城鄉規劃全覆蓋，協調
城鄉產業發展佈局，統籌城鄉建設用地，推動城市道路建設、供
水、污水垃圾處理、園林綠化等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統籌城鄉
就業、養老、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體系，加快土
地流轉和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向市民轉變，以「兩型」村鎮
建設帶動新農村建設。七是長株潭公交一體化運營。以公共交通
資源共享、城鄉公交一體化、同城公用事業繳費一卡通及幹道站
場等建設，實現3市公交出行同城同享。八是三網融合工程。加速
電信、廣電、互聯網之間的互聯互通、資源共享，加快建設智能
電網，推進物聯網產業發展佈局，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促進試
驗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力推進「十個一體化」。一是示範區管理一體化。在規劃、項
目建設、土地、投融資、產業佈局、招商引資、體制改革等重點
領域，統籌安排。二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統一規劃，促
進長株潭3市基礎設施延伸對接，在聯合中共建、在聯網中共享、
在聯營中共管，發揮整體效應。三是通信信息新技術一體化。加
快三網融合進程，促進信息共享。四是公用事業建設一體化。對
公交、自來水、環衛、教育、醫療和文化等設施科學布點，統籌
建設，全面覆蓋，綜合利用。五是湘江綜合治理一體化。重點突
出，綜合治理，一江同治。六是金融服務一體化。加快金融系統
的電子化、網絡化、實現統一互聯、同城共享，實現存貸一體化
和徵信體系建設統一化。七是能源管理一體化。統一調度，科學
安排，一體運轉。八是價格工商管理一體化。統一工商管理政
策，建立3市價格協調機制，統一准入門檻，統一執法。九是戶籍

社保一體化。打破區域、城鄉限制，統一戶籍和社會保障標準，
逐步提高「五險」統籌層次。十是環保執法一體化。統一監測體
系，整合執法力量，統一標準，加強執法聯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穎 曹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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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3年前的冬天，敢想敢做的湖南等到

了一個期盼已久的改革機遇——國務院批准長株潭城市群為「全

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為

中國經濟改革中一方先行先試的熱土。隨 「兩型」建設第一階

段任務的圓滿完成，湖南站在「十二五」開局新的歷史起點上，

展望未來，「兩型」湖南必將更加輝煌。

■岳麓山大學城是湖
南的文化教育基地

■長沙遠大集團生產的非電中央空調因節能環保，得到上海世博青睞，服務世博
會所有場館。 ■滬昆高鐵通車之後，長株潭將成為「雙高鐵」城市群。

長株潭試驗區獲批
三年多來，在湖南省
委、省政府的堅強領
導下，試驗區改革以
「兩型社會」建設作
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的方向和目標，
以改革促發展，取得
明顯成效。通過三年
努力，長株潭城市群
核心增長極作用進一
步顯現。2010年，長
株潭三市實現地區生
產總值6715.91億元，
增長15.5%，高於全
省1個百分點，佔全省
的42.2%；「3＋5」城市群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2560.17億元，增長15.2%，佔全省的
79%。試驗區快速發展帶動全省經濟逆勢而上，成功跨入「萬億俱樂部」行列，躋身全
國十強；城鄉面貌顯著變化，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
推進機制初步建立。省裡成立了高規格領導協調委員會，建立了專門研究試驗區工作

的會議機制、聯席會議制度，實行目標任務分解和責任考核、聯合督查機制，集中抓好
重大規劃的編制、重大政策的出台、重大標準和規範的制定、重大區域性項目的協調。
堅持以各市為實施主體，在省統一規劃下，大膽先行先試，將改革建設的各項目標和任
務落實到各市。長沙加快建設現代宜居城市，株洲大力推進以現代工業文明為特徵的生
態宜居城市建設，湘潭進一步加大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力度。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推進改
革，組建湖南投資發展集團，帶動市縣融資平台建設。在全國率先編制了「兩型社會」
建設統計評價指標體系，出台了「兩型」產業等6大標準，制定了綠色建築評價標準、
綠色道路設計導則等5個地方技術標準，初步建立了節能減排標準體系。已有36個部
委、72戶中央企業在試驗區佈局實施規劃環評、排污權交易、節水型城市等50多項改革
試點，成為試驗區改革的重要力量和有效途徑，形成了國家部委聚焦試驗區的新局面。
規劃體系基本形成。構建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試驗區改革方案和建設規劃體系，為

「四化兩型」建設明確了系統性好、創新性強、層次很高的行動路線圖。凸顯了規劃的
「兩型」特色。將國家主體功能區劃分的單元從縣區細化到鄉鎮，對「四區」實行精準
管治，對生態綠心實施「土地先行凍結—高層次規劃—保護性開發」的模式。積極推
行國家規劃的環評試點，實施反規劃法。
體制機制創新全面展開。緊緊圍繞發展的要求選擇改革的切入點，以項目化管理的方

式全面推進十大改革，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城鄉統籌等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進展。
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推進。努力打造了以軌道交通為主軸、以水能充分利用為重點、以

公路和其他交通方式為支撐的「兩型」綜合交通體系。
生態宜居城市加速建設。按照「五個國際」的要求，編制長株潭城市群生態綠心地區

總體規劃；突出湘江風光帶建設；實施湘江水污染整治三年行動計劃和重金屬污染專項
治理，累計關停各類污染企業1017家，變性污染土地34.4平方公里，重金屬削減率達
5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減排任務。
信息一體化建設取得重大突破。長株潭成為全國唯一實施同號併網升位的城市群，直

接惠及1200多萬用戶，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三網融合試點順利啟動，3G網絡覆
蓋縣城以上區域，90%以上農村實現寬帶通。成功研製出我國首台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
系統「天河一號」，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正式奠基。湖南作為首個國家電子商務試點
示範省，開展積極探索，湖南移動建設手機支付平台，將手機錢包打造成「最通用的支
付工具」。
「兩型」產業快速發展。長株潭成為全國七大綜合性高新技術產業基地之一，先進裝

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等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成長，形成
了7個過千億產業、3個過五百億園區、14個過百億企業，產業集聚度不斷提高。
示範區建設全面起步。根據試驗區資源稟賦和實際需要，規劃佈局了大河西、雲龍、

昭山、天易、濱湖五大示範區和十八個片區，努力打造成為湖南省改革的「經濟特
區」、新型工業化的先導區、新型城鎮化的展示區。
民生得到較大改善。居民收入較快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居住環境進一步優化；

社會保障加速覆蓋，形成了以五大社會保險為基礎，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社會優撫和
社會救助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科教文衛事業全面發展，實施重大科技專項，推進人
才儲備，公立醫院改革試點順利推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穎 曹真真

新願景

■軌道交通是湖南的優勢產業，圖為南車株機公司生產的
地鐵列車，受到粵港媒體的關注。

■中國首座兩型主題館在長沙開展。圖為香港文匯報記者現
場體驗兩型城市「未來暢想健身自行車」。

■湖南攻克「鈦帶卷」軋製技
術，標誌 中國在鈦材成形技
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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