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南省委湖南省人民政府關於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的若干意見 

湘發［２００７］３號 

（２００７年２月２日） 

 以新型工業化引領和帶動全省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是省第九次黨代會作出的重大戰略決

策。面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區域競爭日益激烈，實現富民強省的發展目標，必須堅持以資訊

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走科技含量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

人力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路。為加速推進我省新型工業化進程，特提出以下意

見。 

一、深刻認識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大意義 

１．推進新型工業化是落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

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質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落實科學發展

觀，必須選擇好可以依託的載體。新型工業化是工業發展模式和路徑的重大轉換，是速度與品質、

結構、效益相統一，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既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實踐證明，只有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才能做

到又好又快、科學發展。我們必須把握大勢，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努力使我省經濟社會發

展步入科學發展軌道。 

２．推進新型工業化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途徑。經濟結構不合理、增長方式粗放、高

消耗低效益，是制約我省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新型工業化具有與資訊化等現代科技緊密結合、

經濟發展同資源環境緊密依存、資金技術密集型產業與勞動密集型產業緊密關聯等顯著特點。我

們必須把握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我省的比較優勢，大力改造傳統產業，積極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做大做強先進製造業，全面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形成以高端化、集群化、集約化

和生態化為特徵的新型產業體系，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到集約、

由數量到品質的轉變，從而促進全省經濟實現量的增長和質的提升。 

 ３．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實現富民強省的必然選擇。我省是一個農業大省，富民的責任十分重

大，強省的任務十分艱巨。與全國發達省份相比，我省的主要差距在工業，潛力在工業，希望也

在工業。全省上下一定要充分認識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實現富民強省的第一推動力，立足現有基

礎，立足服務業支撐，立足惠及人民群眾，跳出工業抓工業，樹立大市場、大流通、大行銷觀念，

充分利用國際國內兩種資源、兩個市場，大力促進新型工業化與現代農業相結合、與城市化相結

合、與現代服務業相結合。要把新型工業化作為全省經濟發展的中心任務，以匹夫有責的使命感、

無功即過的緊迫感，全力以赴謀工業、抓工業，推進農業大省向經濟強省轉變，總體小康向全面

小康轉變，加快實現富民強省的宏偉目標。 

二、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指導思想、發展目標和基本原則 

 １．指導思想。以鄧小平理論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落實科學發展觀，

堅持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壯大重點產業，培育產業集群，發展高新技術

產業，突出重點區域，轉變增長方式，推進改革開放，強化人才支撐，優化發展環境，通過新型

工業化的強力推進，不斷增強全省綜合經濟實力和整體競爭力，走出一條具有湖南特色的新型工

業化道路，努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全力加快富民強省步伐。 

２．發展目標。 

——工業經濟總量和品質大幅提升。到２０１０年，工業增加值達到３９００億元，年均增

長１２％以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稅收６２０億元，工業對財政收入的貢獻率達到５１．５

％，全員勞動生產率提高到７萬元／人年。 

——產業結構明顯優化。到２０１０年，三次產業比重調整到１４∶４４．５∶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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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到４０％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達到１２３０億元，占工業增加值

比重超過３０％。 

  ——工業投入力度逐年加大。“十一五＂期間，工業技術改造投資總額達到４０００億元，

年均增幅達到２０％以上，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的２５％以上。 

  ——自主創新能力顯著提高。到２０１０年，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銷售收入的２％以

上，擁有省級以上的重點實驗室６５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１００家，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

３０家，應用型科技成果的轉化率達到８５％，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率達到５５％。 

  ——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實現總量倍增，結構優化，功能完善，為製造業

產業升級、降低成本提供有力支撐。社會物流總成本占ＧＤＰ的比值下降到１６．５％左右，企

業物流業務外包比例上升到２５％以上。 

  ——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水準不斷提高。工業污染物排放全面達標，到２０１０年萬元工業

增加值能耗下降２５％以上，主要污染物二氧化硫、化學需氧量排放量削減１０％，工業固體廢

棄物綜合利用率達到８０％。 

  ３．基本原則。推進新型工業化，必須把握“新型＂和“帶動＂兩個著力點，堅持以下五項

基本原則： 

  市場主導原則。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

政府加強引導，整合各種資源向優勢產業、優勢企業集中，儘快形成經濟優勢。 

  專案帶動原則。以一批帶動作用強、示範效應好、科技含量高、節能環保的新型工業項目，

促進工業又好又快發展，增強新型工業化的帶動力。 

  集聚發展原則。發展壯大產業集群，集中力量培育一批核心競爭力較強、規模較大、能參與

國際國內產業分工的產業集群，以核心龍頭企業的發展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 

  優勢優先原則。推動優勢區域、優勢領域跨越式發展，加快長株潭和“３＋５＂城市群發展，

增強聚合輻射能力，帶動其他區域和領域發展。 

  可持續發展原則。大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化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生態保護，積極推廣迴

圈經濟發展模式，不斷提高工業發展的品質和效益，走科學發展與文明發展道路。 

  三、突出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工作重點 

  １．突出抓好重點專案。強化項目意識，實施項目帶動戰略，圍繞優勢產業突出抓一批大項

目、好項目，特別是精心抓好對產業升級、效益增長具有重大影響的一批重點項目建設，使全省

工業產業和技術升級在不同時期、不同領域分別實現突破，不斷增強工業發展後勁。建立新型工

業化重點項目庫，立足國家產業政策導向、我省“十一五＂技術改造規劃和產業集群規劃，積極

開發、儲備一批產品技術含量高、經濟效益好、節能環保的新型工業項目。精心策劃、系統包裝

一批重大工業專案，積極主動與跨國公司、中央企業和國內知名企業對接。建立重點專案部門聯

繫協調制度，每年確定一批帶動作用強的重大工業專案，由相關部門聯繫協調，形成推進合力。 

  ２．突出推進產業集群。各地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確定產業集群。全省重點扶持特色

明顯、發展潛力大的鋼鐵、有色、工程機械、煙草、汽車、電子資訊、石油化工、電工電器、軌

道交通、食品加工、生物醫藥、新材料等１６類優勢產業，著力培育５０個產業集群，引領帶動

全省經濟高效快速發展。出臺特定扶持政策，支援產業集群核心企業技術改造、產業集群中小企

業配套、產業集群公共服務平臺等專案建設，推動產業集群在不同時期、不同領域分類推進、分

別突破。進一步做大做強華菱鋼鐵集團、有色控股集團、湖南中煙工業公司、長豐獵豹、中聯重

科、三一重工等產業集群核心企業。實施“雙百＂工程，到２０１０年，全省實現年主營業務收

入過１００億元的企業２０家左右，５００億元以上的企業２—３家，形成一批新型工業化“旗

艦＂企業；鼓勵核心企業採取兼併重組、擴散配套等多種形式與中小企業合作，引導廣大中小企

業走“專、精、特、新＂的發展路子，扶持做強１００家成長性好的“小巨人＂企業。 

  ３．突出扶持高新技術產業。依託我省科技優勢，提高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規模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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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加快推進新材料、先進製造、電子資訊、生物醫藥等優勢領域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進程。推

動企業資訊化建設，積極應用資訊技術、高效節能技術等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建設在中部地區乃至全國有一定地位的先進製造業、資訊軟體、生物醫藥等產業基地。發

揮高新園區集聚作用，培育發展核心產業，通過技術、資金、產品、資訊等生產要素傳遞、重組

和滲透，建立起上、中、下游關聯密切的產業鏈，打造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引導企業採用清潔生

產技術，支援不同企業、行業之間形成資源高效利用的產業鏈和區域迴圈經濟生產模式。積極推

動生產力促進中心、大學科技園、火炬創業中心、留學生創業園等孵化基地建設，催生一批高成

長性的高新技術企業。 

  ４．突出建設工業園區。工業必須向園區集聚，不能分散佈局和搞低水準重複建設。制定全

省工業園區發展規劃和指導意見，確定產業發展方向，引導形成以國家級園區為核心，以省級園

區為重點，縣市園區為配套的良性發展格局。立足項目興園、特色立園、科技強園，重點加快４

個國家級開發區和７６個省級園區的建設，打造體制創新的平臺、對外開放的載體、產業轉移的

基地。進一步加強園區領導力量，研究解決創新園區管理模式的政策措施，建立多元化的園區投

融資體制，實行土地經營與資本運作並舉。完善園區基礎功能和公共服務體系，通過園區的自我

積累、滾動發展，實現園區從“政策型＂向“功能型＂、“管理型＂向“服務型＂的轉變。沒有

工業園區的縣市區可以結合小城鎮建設建立工業社區。 

  ５．突出發展重點區域。各市州、縣市區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確定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目標，

制定產業發展政策，集中力量抓好有地方特色的優勢產業、重點區域。省裏重點抓好長株潭和“３

＋５＂城市群，加快長株潭經濟一體化進程，實現交通同網、能源同體、資訊同享、生態同建、

環境同治；加快三市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融合、互補和協調，發揮三市工程機械、汽車製造、有

色冶煉、軌道交通、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的互補性，增強核心競爭力和行業話語權，使長株潭城

市群成為新型工業化的核心區。研究確定“３＋５＂城市群各自產業發展定位，形成特色鮮明、

優勢互補的區域產業發展格局。 

  ６．突出培育生產性服務業。研究制定鼓勵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促進現代服務業與

先進製造業的深度融合，著力構建適應新型工業化發展的產業服務體系。大力發展會展、法律諮

詢、會計審計、企業包裝策劃、品牌推廣、國際認證、國際商貿、勞動力培訓服務，整體推進生

產性服務業發展。突出抓好現代金融、商務、資訊服務，進一步降低我省工業企業運營成本，提

高工業競爭力。重點建設一批現代物流園區和物流基地，培育引進一批競爭力較強的專業物流企

業，力爭把長株潭建設成國家級現代物流中心，形成長株潭、岳陽、懷化、衡陽四大區域性物流

中心。加大支持力度，鼓勵有條件的生產性服務業跨地區兼併重組，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集中化、

大型化、專業化。 

  四、強化新型工業化的保障措施 

  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以增強企業競爭力為重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相關配套措施，

全面完成省屬國有企業改革。堅持以產權多元化為核心，加快國有企業重組，發揮大企業、大集

團的放大效應和疊加效應，整合提升，做大做強。堅持不求所有，但求所在，加大外引內聯力度，

與國際戰略投資者、與中央大企業、與民營企業對接合作，大力發展各種混合所有制經濟。通過

產權轉讓、股權轉讓、增資擴股等多種形式，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樣化、企業經營

者選聘市場化。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實現規範的公司制改革，建立現代企業制度，推進法人治理

結構規範化與治理水準提高。完善企業經營業績考核和薪酬分配制度，逐步建立業績考核和薪酬

分配與國內行業先進企業對標管理的評價機制。進一步健全國有資產監管組織體系和政策法規體

系。 

  ２．擴大招商引資。全方位參與區域經濟合作，主動對接國際和國內沿海發達地區產業梯度

轉移，主動融入東中西互動的開放格局。圍繞新型工業化積極引進戰略投資者，重點引進世界５

００強、港臺大企業、中央大型企業和國內大型民營企業等來湘投資。鼓勵私募股權投資，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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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投資基金、創業基金等投向我省工業項目建設。全面創新招商引資理念和機制，突出產業集

群招商，充分利用“中博會＂、“珠洽會＂等招商引資平臺，著力引進先進製造業大專案、高新

技術專案、具有自主知識產權項目和生產性服務業項目。加強對引進重大專案的跟蹤協調和服

務，促進專案儘快投產達效。積極實施走出去戰略，支援開展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充分利用境

外技術、資訊提升企業綜合素質，運用境外戰略性資源提升企業國際競爭力。 

  ３．增加工業投入。加大財政支援力度，設立湖南省推進新型工業化專項引導資金，採取重

大專案貸款貼息、中小企業投資融資擔保、科技創新獎勵補貼等方式，每年有針對性地投向重點

產業、重點企業和重點專案。省管各類專項資金，包括省高新技術產業引導資金、技術改造資金、

資訊產業發展專項資金、農業產業化資金、優勢產業發展資金等，重點支持新型工業化建設項目。

加大金融機構對新型工業化的支持力度。政策性金融機構和商業銀行對省重點新型工業化技術改

造項目、產業集群技術改造專案，應根據國家投資政策和信貸政策的規定積極給予信貸支持。商

業銀行對有效益、有還貸能力的工業企業所需的流動資金貸款要優先安排、重點支援，對資信好

的企業可核定一定的授信額度。拓寬直接融資管道，加強對工業企業上市工作的協調服務，指導

具備一定條件和規模的企業多管道募集境內外資本，支持企業上市融資、發行企業債券和企業短

期融資債券。加快信用擔保體系建設，各級政府設立信用擔保專項資金，進一步建立健全融資擔

保體系。鼓勵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每個市州都要創辦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有條件的

縣市區也要積極創辦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 

  ４．鼓勵創新創業。立足我省的科技、人才優勢，把核心技術、自主知識產權、知名品牌作

為自主創新的方向，圍繞省內產業基礎和有競爭力的科技領域，重點實施重大科技專項，培育新

興產業。鼓勵企業技術創新，引導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大中型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例

要逐步達到２—３％，高新技術企業要達到４—５％。省裏對新成立國家級研發中心給予１００

萬元的獎勵，對新成立的省級研發中心給予５０萬元的獎勵。發展總部經濟，鼓勵國內外大企業

到湖南設立總部、採購中心和研發中心。加強品牌建設。強化政府採購政策的導向效應，建立激

勵自主品牌建設的省內名牌產品政府首購和訂購制度。對新獲得中國馳名商標、“中國名牌產

品＂稱號的企業可給予５０萬元的獎勵。積極發展迴圈經濟，加強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

源的開發、示範和推廣，對廢水、廢渣、廢氣的綜合利用，按有關優惠政策予以稅收減免。支援

全民創業，加大對自主創業的政策扶持，擴大小額創業資金貸款擔保規模，鼓勵各類人員創辦小

企業，開發新崗位，創建創業園。 

  ５．強化人才支撐。堅持市場化和職業化方向，建立有利於優秀企業家脫穎而出的培養和選

拔機制，不拘一格使用優秀企業家，促進優勢資產、優勢資源向優秀企業領軍人物和優秀管理團

隊集聚。實行股權獎勵、優惠購股和期權激勵，讓企業家的智慧和創造價值得到尊重和體現。引

導企業建立有利於人才選拔任用的新機制，培養造就一大批熟悉現代企業經營管理的高素質企業

經營管理人才。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建設技術工人專業培訓基地，培養一大批具有一定技能的產

業工人，特別是高級技術工人。加強人才資源引進開發力度，鼓勵引進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引

進到我省工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博士、正高職稱人才，一定要按有關政策從

優落實政治、經濟待遇。加大知識產權保護力度，努力營造尊重知識、尊重人才的良好氛圍。 

  ６．優化發展環境。優化政務環境，建設服務型政府，嚴格執行政務公開、服務承諾等制度，

大力推行電子政務，提高辦事效率；建立和完善重點工業專案審批的綠色通道，實行行風評議。

優化執法環境，規範執法行為，加強執法監督，堅決整治亂收費、亂罰款等行業不正之風。加強

基礎設施和要素市場建設，保障新型工業化發展需求。破解工業發展特別是重大項目用地等方面

制約因素，按照用地向工業傾斜的原則，保證重大工業項目和重點園區的用地。 

  五、切實加強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組織領導 

  １．配強領導力量。成立省推進新型工業化工作領導小組，負責全省新型工業化有關工作指

導協調，制定全省推進新型工業化整體規劃並組織實施，調度重大專案建設，研究制定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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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各級黨委、政府也要成立相應領導機構，加強各級黨委政府抓工業的領導力量。黨政一把

手要親自抓工業，黨政領導要加強對工業工作的領導和協調，聯繫重點項目和骨幹企業，及時解

決工業經濟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組織部門要從大中型企業、省直有關部門、相關高等院校有計

劃地選拔一批懂經濟、熟悉工業的中青年優秀幹部充實基層領導崗位。 

  ２．建立考評激勵機制。建立新型工業化統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專門的統計和評價指標，

把新型工業化的各項目標任務分解量化到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建立目標考核辦法，制定激勵機制

和約束機制，由各級推進新型工業化工作領導小組嚴格實施考核並兌現獎懲。把各級黨政領導幹

部“謀工業、抓工業＂的績效納入考察領導幹部個人和班子建設的重要內容，作為幹部提拔任用

的重要依據。 

  ３．形成工作合力。各部門要切實增強全局意識，統籌協調各種資源，有機整合各種力量，

研究制訂支持新型工業化發展的政策措施。建立部門領導協調聯繫機制，定期召開聯席會議，解

決推進新型工業化中的有關問題。加強督促檢查，定期通報新型工業化的進展情況。 

  ４．營造良好氛圍。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論導向作用，在全社會形成新型工業化是實現富

民強省第一推動力的共識。加強對工業政策法規、重點優勢企業、名優特新產品和先進典型人物

的宣傳，大力表彰有突出貢獻的企業家、科技人員和經營團隊，努力營造全社會共同推進新型工

業化的良好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