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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州地处湖南西北部，属于传统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多年来，湘西人克服自然、基础条件的不足，全州经济

取得喜人的成绩。但总的来讲，速度还不够快，总量也不够大，经济稳定性不强，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本文试图通过

对2000年以来全州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全州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当前湘西州经济发展现状 

        2008年，全州实现生产总值226.66亿元（2008年由于经济普查，涉及的所有数据均用快报数替代，下同），与2000年

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1.39亿元，年均增长2.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93.64

亿元，年均增长12.2%，二产业中，工业实现增加值80.2亿元，年均增长12.3%，建筑业实现增加值13.4亿元，年均增长

11.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1.44亿元，年均增长11.5%。按常驻人口计算，全州人均GDP为9081元，年均增长10.2%，

三次产业的结构由2000年的31.9：31.4：36.7调整为2008年的18.3：41.3：40.3，第二产业继2007年开始再一次在三次产

业中处于领先位置。 

        （一）纵向对比，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 

         一产业，2008年实现总产值69.3亿元，增加值41.4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36.4%和25.1%。全州粮食产量86万吨，

油菜籽6.2万吨，烤烟2.6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3.2%、3.1%和42.8%。实现茶叶产量807吨，水果产量68.1万吨，分别

比2000年增长32.7%和4.12倍。2008年，全州蔬菜播种面积5.24万公顷，比2000年的3.39万公顷增加1.86万公顷。全年家

禽出笼581.9万羽，比2000年增加134万羽，水产品产量1.89万吨，比2000年的1.63万吨增长15%。 

        二产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二产业的迅速增长，二产业在三次结构的比重急速提升。2000年，全州的三次产业构成还基

本处于“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中二产业在全州经济结构中还处于最后一位。2001年以后，工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全州三

次产业结构的分化，当年二产业的比重超越了第一产业，成为拉动全州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自2001年到2006年的几

年时间里，二、三产业的发展逐渐把一产业丢在后面，第一产业总量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全州形成二、三产业

“比翼双飞”的局面。直到2007年，随着工业中锰、锌产业的强势崛起，二产业实现增加值79.1亿元，首次超过第三产业

75.8亿元的增加值，使全州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构成。2008年，全州经济继续承接产业结构的惯性运行趋势，二

产业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80.2亿元，比2007年增长8.4%，比2000年增长152.2%。工业的快速增

长，使工业在全州GDP中的比重快速上升。2000年，全州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4.8%。2008年，此比重已增加到

35.4%，提高了10.6个百分点。2008年工业实现的增加值，甚至规模工业实现的增加值就超过2000年的全州GDP总量。 

         三产业，2008年全州通车里程6462公里，比2000年增长76.3%，其中国公路427公里，省公路495公里，县公路1643

公里，乡公路3897公里。随着全州第一条高速公路-常吉高速的开通，结束了我州没有高速公路的空白，大大拉近了我州和

省城之间的距离。另外，吉茶高速、张花高速，吉怀高速的建设也都在有序进行，近年内湘西的交通条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推动了运输事业的发展，2008年，全州货运量2841万吨，货物周转量22.8亿吨公里,客运量

5402万人,旅客周转量24.85亿人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长2.7倍,3.5倍,44%和1.6倍。全州的邮电事业也快速发展，2008年，

全州实现邮电业务总量22.9亿元，是2000年的6.8倍。移动电话用户74.3万户，而2000年只有4.5万户。网络业务大大发

展，网络用户直线上升。2008年，全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27亿元，是2000年的2.5倍。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实现

增加值21.77亿元，是2000年的3.2倍。八年来，全州的旅游事业迅速发展，来州旅游人数不断增加。2008年，全州接待旅

游人数852.7万人，旅游收入38.45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5.2倍和32倍。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2000年以来，全州狠抓开源节流、巩固税基，实现经济、收入同步增长。

2005年，全州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个亿，达12.05亿元。2007年，全州财政收入又突破20亿元大关，达22.92亿元。2008

年，全州财政总收入24.04亿元，比2000年的5.98亿增长3倍，年均增长19%。 

八年来，全州城乡居民收入双双增长，显著提高。2008年，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574元，比2000年的1277元增加1297

元，增长一倍还多。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03元，比2002年的4979元增加4924元，增长接近一倍，全州城市化水



平也由2001年的22.1%发展到2008年的34.3%。 

        （二）横向相比，速度不快，差距依然存在 

         1.与全国、全省相比: 

              湘西州与全国、全省生产总值及速度对比表           单位：亿元、%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2001年至2008年的八年间，我州除了2007年的速度超过全国、全省，其余年份GDP的增长速度

均慢于全国、全省水平，其中差别最明显的是2002年，与全国、全省速度上的差距达5个百分点左右。和全省相比，速度上

差距比较大的还有2008年，相差4.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仅略好于郴州市，列全省倒数第2位。八年间，湘西州经济总量占全

省的比重始终在2%左右徘徊，最好年份是2007年，当年占全省总量的2.07%，2008年又只有2.03%。2001年至2008年，

我州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仅由1.96%提高到2.03%，略增0.07个百分点，而全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八年来提

高0.13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八年时间里，全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比我州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提升的速度要快的多。

2009年一季度，尽管我州取得增速17.6％不错的开局，但从全省份额的占有上仅为1.81%，若全年要保持2%比重的话，后

面几个季度的压力还相当大。 

        2.与周边地区相比 

                                                            我州与周边地区近三年生产总值及增速对比表       单位：亿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8年，怀化市无论是总量还是速度都比我州要大要快，与之相比，总量只有怀化的45%，速度要慢

4.8个百分点。从三年的动态情况看，我州与怀化市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今年一季度，我州的生产总值占怀化市的43.8%，

与2008年相比，又拉开了1.2个百分点的差距。张家界市这几年一直追着我州，速度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总量上

看，张家界与我州也就是一年的差距。若从人均生产总值看，2008年，张家界市达12337元，而我州还不到10000元。恩施

州是目前周边地区我州最应追赶的州。由于2006年和2007年两年恩施州的发展速度放慢，两州经济总量与前几年比已缩小

了很多，2006年，我州的经济总量占恩施州的78.3%，而2008年，已追至91%，今年第一季度也达到89.9%。铜仁地区经

济总量在2006年几乎与我州相当，通过2007年我州的加速发展，目前相差10个亿左右，但由于铜仁地区这几年速度也都稳

定在两位数以上，只要我们在一个年度内有所放松，铜仁地区就完全有可能超越上来。 

        3.与全国其它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对比 

        湘西州与全国其它29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同属西部大开发地区。2008年，我州完成生产总值226.7亿，增速8.2％，人均

生产总值9081元，分别排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14位、26位、17位。GDP总量排在我州前13位的州是：新疆伊犁州

（664.3亿元）、新疆巴音郭楞州（587亿元）、四川凉山州（561.1亿元）、云南红河州（514.7亿元）、新疆昌吉州（385

亿元）、吉林延边州（379.7亿元）、云南大理州（371.7亿元）、云南楚雄州（306亿元）、青海海西州（273.1亿元）、

贵州黔南州（265.6亿元）、湖北恩施州（249.2亿元）、云南文山州（2444.5亿元）和贵州黔东南州（228亿元）。人均

GDP最高的是青海海西州达62583元，是我州人均GDP的6.9倍。为便于比较，我们选择与我州情况比较相接近的几个州进

行分析：即以我州人口数为中心，向上取3个，向下取3个，共7个州进行对比： 

                                                           湘西州与总人口相接近的其它少数民族自治州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表 

  全   国 全   省 全   州 

年度 生产总值(GDP) 增速 生产总值(GDP) 增速 生产总(GDP) 增速 

2000年 99214.6 8.4 3551.5 9.0 69.6 8.5

2001年 109655.2 8.3 3831.9 9.0 76.7 8.0

2002年 120332.7 9.1 4151.5 9.0 83.4 4.1

2003年 135822.8 10.0 4660 9.6 91.1 8.1

2004年 159878.3 10.1 5641.9 12.1 111.4 9.6

2005年 183217.4 10.4 6511.3 11.6 123.3 10.6

2006年 211923.5 11.6 7568.9 12.2 148.8 11.3

2007年 249530 11.9 9200 14.5 190.7 16.0

2008年 300670 9.0 11156.6 12.8 226.7 8.2

2009年 

一季度 

65745 6.1       2409.3 13.6 43.7 17.6

  怀化市 张家界市 恩施州 铜仁地区 湘西州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总量 增速 

2006年 333.90 11.6 127.54 12.1 189.50 8.8 147.47 12.0 148.8 11.3

2007年 411.71 12.6 151.33 14.6 210.35 6.3 179.17 13.7 190.7 16.0

2008年 503.7 13.0 184.0 13.2 249.2 11.5 216.4 11.5 226.7 8.2

2009年 

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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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007年总人

口(万人) 

GDP

(亿元) 
全国排位 

GDP增

速(%) 
全国排位 

人均GDP 

(元) 
全国排位 

规模工业增加

额(亿元) 
全国排位 

云南大理州 345.69 371.7 7 12.0 13 10661 15 79.88 9

云南文山州 341.13 244.51 12 12.6 11 7151 23 53.70 13

贵州黔西南州 321.62 200.3 15 12.5 12 6314 26 66.43 12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7个人口接近的自治州，2008年GDP总量我州排在第5位，财政收入排第6位，GDP速度排在最

后，明显位次后移了，说明总量不大，速度不快，财政收入也欠理想。从人均GDP来看，排在中间第4位，与总人口排列一

样。规模工业尽管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排在第10位，但就总人口相近的这7个州比较，同样是处在第4位。 

        从上面的纵横对比，我州八年来，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经济总量成倍增长，财政收入成倍增多，工业实力不断增强，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与全国、全省、周边及兄弟民族自治州相比，我州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够

快，人均财政收入及人均GDP占有量也不大。尤其在周边的几个地区中，前面走得快，后面追得紧，四面楚歌，形势严峻。

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快我州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水平仍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二、影响我州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  

        1.我州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性较高。 

自上世纪末，我州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一产业以来，在七、八年时间内，都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全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最高。先是“三、一、二”结构，后是“三、二、一”结构。这种结构似乎符合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但从我州

的发展历史上分析，存在一个致命的弊病，那就是超越二产业突出发展的阶段，即通俗地讲，其间没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充分

建立，导致“造血”不足，财力基础十分薄弱。尽管从2007年以后，我州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但由于时间较

短，仅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还原，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明我州“造血”功能的强大。经济总量的增大增快，对投资拉动

的依赖性还十分强烈，全州的经济仍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 

        2.工业结构相对单一，易受外部因素制约。 

        2008年，全州工业实现增加值80.2亿元，比上年增长8.4%，其中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74.83亿元，比2007年增长

8.4%。从此可以看出，全州规模工业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的90%以上。2008年，全州规模工业332家，我们把增加值由大

到小排列，依次选取前40家工业企业进行观察。从观察结果看，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五大行业上，即电力、矿产品加工业、

食品烟酒饮料业、生物制药业和化学工业。这40家增加值合计为42.35亿元，占全部规模工业的56.6%，占全部工业的

52.8%，这40家企业中，矿产品业增加值又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1.4%，而这40家企业占全州工业企业的企业户数只

约占2.2%。因此，可以看出，全州的经济增长重点在工业上，而工业的重点又在规模工业上，规模工业的关键又是在矿产品

加工等少数企业上。工业体系结构这种单一特征，在外部条件的动荡下，非常容易引起工业的大起大落，进而引起全州经济

的波动。分析我州的锰、锌行业，最易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资源的储有量，二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三是国际

市场的价格。从目前三个因素的影响中，最大、最直接的又属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2007年，锰、锌国际市场价格一路高

走，极大地刺激湘西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也迅速增多，拉动整个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快速崛起和全州经济快速增

长。2007年末至2008年，国际锰、锌市场价格急速下跌，加之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矿山被整治，全州工业受挫，经

济增长速度迅速放慢，GDP增速由2007年的全省第一位下降到2008年的倒数第二位，工业对全州经济的影响程度可见一

斑。2009年一季度，全州规模工业增速32.9%，应该是一个高速度，但这是建立在去年因冰灾及矿山整治等因素造成基数较

小而形成的。今年的锰、锌国际市场价格，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价格依然低迷，一季度末，电解锰价格在12500元/吨左

右，电解锌也在10500元/吨左右徘徊，与2007年的国际市场价格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工业结构上的相对单一性，不可

能形成“东边不亮西边亮”，工业的增长势头将可能还继续受挫。 

        3.农村特色经济中加工转化能力较弱，储、销矛盾突出。 

        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在我州农村逐步形成烤烟和柑桔两大特色经济。其中烤烟栽种面积由2000年的1.18万公顷发展到

2008年的1.49万公顷，产量也由2000年的1.82万吨发展为2.7万吨，但由于国家有关政策的调整，上世纪末，我州八县市所

有烟厂全部关闭，无一幸免，烤烟这一特色经济，从此彻底失去加工转换的能力，至今也只能停止在最简单最初级的加工

上，附加值不高。柑桔种植是近年来在我州发展最快的特色经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由2000年的2.99万公顷发展到2008

年的5.32万公顷，柑桔产量也由2000年的11.84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52.44万吨，尤其是“湘西桠柑”已打响品牌。然而柑

桔的储藏期较短，必须快摘快销。2007年的冰灾及2008年四川个别地区的“蛆柑”影响，造成我州大规模的柑桔出现销售

难，价格一跌再跌，“果*伤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少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如果按2006年的柑桔收购均价0.4元/斤作比

较，近两年，我州的均价按0.25元/斤来测算，52.44万吨的柑桔产量将减少1.57亿元的收入，按2008年全州225.12万农业人

口计算，将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69.9元，因此，解决我州柑桔储、销问题，是关系稳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更是涉

及到农民增收的重要课题。 

        4.旅游产品全方位提质升级速度不快，民族文化的底蕴没有充分挖掘。  

        近些年来我州旅游发展非常迅速，直接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和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2000年，全州旅游接待人次

137.99万人，旅游总收入1.16亿元，2008年，全州接待旅游人数852.7万人，旅游收入38.45亿元。旅游对第三产业的拉动

作用日趋重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家万里河山壮丽美景数不胜数，旅游景点层出不穷，导致今天旅游业的竞争日趋激

烈。当前，在旅游市场的开发上，我州还存在几个“短腿”：第一是民族传统风气不浓。湘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自存

在以来，就鲜有迁徙，上千年的历史必定掩藏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综观现在的旅游市场，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的

东西体现的少之又少。第二是民族历史人物的挖掘全面推动不够。上千年的历史孕育着深厚的民族史，也涌现出很多民族中

的优秀儿女和能工巧匠。现在凤凰旅游，推出了沈丛文和黄永玉，使我州旅游的发展和人物名气的提高都相得益彰。但是湘

西杰出人物还很多很多，而每一个杰出人物背后都有一个悠长的故事。为进一步丰富“神秘湘西”旅游题材，我们还有必要

进一步全面挖掘，全面推广。有名人说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民族的东西又往往靠少数人或特定群体来体现和反映。第

湖南湘西州 272.13 226.66 14 8.2 26 9081 17 74.83 10

云南楚雄州 260.22 306.02 8 11.5 15 11389 14 84.32 7

吉林延边州 218.03 379.65 6 18.0 3 17374 5 133.59 5

甘肃临夏州 197.16 78.59 19 13.6 9 3971 29 13.14 20



Copyright© 2008 湘西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08101233号 

三是主题突出不够。大凡一个景点的成功运作，常是伴随一首歌，一句话或一首诗。湘西的旅游主题一直就没有这样的东

西，旅客来湘西，仅仅是看看山水，访访老街，根本没有体会到湘西上千年的历史，更体会不到湘西那种民族之魂，那种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民族之魂。  

        三、加快湘西州经济发展的相应对策  

        1.加大项目争取力度，做大投资拉动文章 

         以上的分析，我州的现状目前仍处于“造血”不强，经济的发展对投资的拉动仍有较强的依赖性。2008年，尽管我州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0.8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8.4%，是近几年来第2个快速增长的年份。但和全省比较，投资增速仍低3.1

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对于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湖南大湘西开发战略明显不相称。因此，一定要加强重大项目的立项和争取工

作，实现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当前，我州的交通格局有所改善，自治州对外的大通道已有或将有根本性的改变。主要

通道的快速发展，无疑有益于湘西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气必定带来财气。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是争取产业投资，重点是工业

投资。我州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才有两个年头的领先优势，财富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较漫长的过程，投资向工业倾斜无疑

为增加工业经济实力奠定坚实基础。 

        2.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搞好新型工业化建设 

        我州的工业从内部结构看，还是“两高一资”型，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在加速

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加快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可以通过引进重要工业伙伴，迅速发展

配套工业和下游产业链。也可以扶植有发展前途的民族小工业，逐步做大做强。我州的酒业是这样走过来的，目前生物制药

也是按这个思路走下去的，我们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技术优势，加强与科技部门合作，在民族工业上狠下功夫。 

        3.做好农村土地资源文章，搞好土地合理流转，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当前，我州农村人多地少，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低，劳动力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随着富裕劳动力外出的增多，闲置的

土地一定要充分利用起来。在我州乃至全国，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探

索适应我州的土地管理制度。《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市场和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第一个市场”的提出，就是通过土地流转等政策手段“适度整合”被承包到

户的土地，这个“适度整合”就是要探索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既要充分保护资源占有人的合法利益，也要

保护资源使用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试点，加速构建这样的机构，当有不用的闲置土地，可以放入其内，有需

求的人可以随意在其内选租，租用人一旦租用土地之后，可以按一定比例支付利息（或租地）。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当前

土地抛荒状态或者是无序的租用状态，减少当事人的租用手续和后续麻烦；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尤其是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返乡，如果回来后，还是守着自己本来的那点土地劳作，农民个人的种粮效益得不到

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率也提不到提高，农机推广、集约化经营也将是一句空话。 

        4.树立湘西旅游新理念，搞好生态州建设 

        湘西在很多外人眼中，空气清新，步步是景。这无疑是我州不同于其它兄弟市的先天优势，在做好旅游这篇文章时，我

们要搞好整体布局，实行整体谋划，挖掘内涵，实现“湘西的风景”向“风景湘西”过渡。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好已开发的

旅游产品，进一步搞好旅游配套服务；另一方面要赋予旅游产品和旅游市场新的内容，让湘西的历史、风情、风景完全展示

出来，这不仅包括精品旅游线的建设和开辟，而应是全民共建、全方位挖掘、全舞台展示的综合发挥，让湘西的悠久历史、

浓郁的民族之风充分显现出来。 

                                                                                                                                                        （转引自中国湘西网） 

 

上一篇：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与思考  

下一篇：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收藏此页   关闭窗口   返回顶部

热点文章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对外...

正确处理“党内”“党外” ...

关于加大民族地区金融政策...

进一步做好民族优惠利率贷 ...

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富强秀...

  推荐文章 

保护留存古村建筑刻不容缓...

2009年上半年湘西州金融形...

山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 ...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当前湘西州经济发展存在的...

  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站长邮箱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 



技术支持：湖南吉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