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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 加速富民兴湘

——《湖南省政府经济工作通志》序

三湘大地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辛创业史。几千年以来，湖南人民

在这块热土上辛勤劳作，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自楚人“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六朝长沙好米，“五里闻香”，到

隋唐五代“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至明清“湖广

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湖南已耕耘成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清

康熙三年(公元1644年)湖南设立省级行政机构后，甲午之际开始

创办实业、举办邮电、修建铁路、开通航运、开放口岸、发展矿业，促进

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民政府期间，湖南工商业、工矿业、

金融业也开始艰难起步或初现端倪。纵观湖南设省三百多年的历

史，历代省级政府虽为湖南经济发展做过一些努力，但基本上是“一

穷二白”、民生凋敝，经济社会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只有新中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省政府组织全省人民，大力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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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改善民生，踏上了重整河山的新征程，翻开了富民兴湘的新一页。

改革开放后，湖南省政府抓住历史机遇，认真谋划湖南的发展，努力

办好湖南的事情，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5年，

全省生产总值达到6511亿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本建立

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现

代交通网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健全，文化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好局面。

成绩令人鼓舞，经验弥足珍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20多年来，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突出

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加快发展，振兴三湘。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执政兴

邦、富民兴湘为己任，竭尽全力加快发展湖南。解放后，湖南省人民

政权，立即着手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制度，加强金融管理，进行减

租退押、土地改革，开展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促进了生产

力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正做

到了抓住发展不放松，咬定青山不动摇，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发展

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迈上了新的台阶。总结这五十多年的经验，

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

学发展作为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尽快赶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努力缩

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始终坚持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我省能有今天这个大好局

面，就是全省各级政府抓住了为公、为民这个根本，保持了与人民群

众休戚与共的公仆本色，既造福人民，又依靠人民，赢得了人民的高

度拥护。特别是近年来，湖南更加注重把加快发展与使发展成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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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连续为民办8件实事，集中力量解决事关人民

群众衣食住行、就医、就学、就业等实际问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

高幸福指数，人民群众切切实实从改革发展中得到了实惠。要创造

我省更大辉煌，就是要坚持这一根本经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

神，坚持科学、依法、民主执政，顺应民心、体察民情、维护民安、丰富

民乐、排解民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

和谐湖南。

三是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

下，湖南省政府认真贯彻省委决策部署，秉承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

优良传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完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改革开放后，湖南大力实施科教兴湘、开放带动

战略，积极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推动长株潭为龙头的

“一点一线”优势地区率先发展，加快湘西地区开发，培育和发展新

兴经济增长带等，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

国际国内竞争越来越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全球化背景下，要立

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坚持以求新丰富发展内涵，以求变拓宽发展思

路，才能不断破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

四是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创业不懈。自1949年以来，湖南省政

府带领全省人民治山治水，先后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信等事

关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

到强的历史性跨越。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要完

成富民兴湘的历史使命，就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抓住国家实

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等一系列机遇，推动我省加快发展、良性发展、

又快又好的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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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我作为生长于这块土地上的湖南省政府在

职主要负责人，亲身感受、有幸参与今天湖南波澜壮阔的经济社会发

展事业，深感很有必要认真总结湖南设省以来的经济工作经验。令

人欣慰的是，《湖南省政府经济工作通志》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省

300多年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届省政府发展经济的措施

及成效。这对总结借鉴我省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尝试，期

待有更多这方面的成果问世。

代为序。

2006年8月于长沙



编纂说明

编 纂 说 明

本书旨在记述从清康熙三年(1664)湖南始建独立省级行政机

构——湖南巡抚部院起，迄200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任期届满

止，凡338年湖南历届省级政府经济施政之史实。其间历清湖南巡

抚部院施政247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时期历任省级政府(包括

湖南各苏区政府)施政3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

政府(包括湖南临时省政府，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革命委员

会)至第九届政府届满施政53年。湖南历届省级政府，从封建王朝

到民主革命时期，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时跨古今，性质迥异，本志

将其经济之施政熔于一炉，故名“湖南省政府经济工作通志”。由于

时代不同，政体有别，现存史料多寡悬殊，记述体例难于统一，故做以

下说明：

一、纪年：清代以帝号纪年为主，公元纪年附之，月份纪以阴历；

民国以公元纪年为主，凡章、节中第一次出现的纪年则以民国年号附

之，月份纪以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为公元纪年。

二、体例：全书共分四编。 ．

1．清湖南巡抚部院之经济施政为一编。由于史料约略，记述从

简，节中史实标目按其时间先后分述。

’‘2．民国时期为一编。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苏区政府曾一

度与中华民国所辖湖南省级政府并存，故各为一章。民国时期，军阀

混战，政权更替频繁，既有革命政府，又有反动政府、军阀割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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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治政府，性质不同，其经济施政自然有别，故除湖南都督府、湖

南巡按使公署、北洋政府时期湖南省长公署、湖南自治时期湖南省长

公署各为一节外，其余基本上以省政府主席(省长)任期为限自成一

节。苏区政府则另为一节。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届省政府，虽有湖南临时省政府、

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等称呼不

同，但其性质都是人民的政府，故不按政府名称分述，而以经济时期

和经济工作内容分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建设以计

划经济为主；此后，改革开放，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取向，故以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野，分为前后两编，编下以部门经济分章节。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个时期，于湖南经济工作，其政

多出自中共湖南省委，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许多经济工

作决定、会议、文件，大都以省委名义召开和下达，实际上是省委、省

政府的共同意图，且省政府是经济工作的具体领导实施者，省政府的

主要领导亦是省委主要领导成员，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凡省委

关于经济工作的决定、文件和召开的会议，亦作为省政府经济工作之

施政予以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政职能渐渐明晰，省委

主要是路线、方针上的领导，经济工作则主要由省政府领导实施，故

着重记述省政府独立或省委、省政府共同之经济施政，而省委单独的

经济举措从简记述。

四、政府更替之际的史实，一般于下届政府述及时，作回溯性记

述，若史实主要发生在前届政府任期内，而此后涉时不远，内容不多

者，亦于前届政府内略述，或作附注注于页末，以增强史实的系统性。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引文、重要引述一般注明出处；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实，多取材于第一手资料，或经仔细核对．

一般不注明出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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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舌

湖南——中国腹地一颗璀璨的明珠，素以湖湘文化著称于世，以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独领风骚。既论经济，亦有其辉煌的历史成

就。

早在远古和先秦时代，湖湘大地的物质文明就熠熠生辉：澧县八

十墙有“目前所见最早用环壕和土堤设防的聚落”，城头山耸立过巾

国第一座古城①；安乡汤家岗遗存有“独步于当时”的印纹白陶和“最

高水平”的陶艺；湖湘楚民制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并且最早掌握

有关铁的冶炼技术。长沙等地发现有楚人发明使用的弩机，拥有

“至今通体透明、吹毛可断、锋利无比”②的青铜剑。

中国是农业古国。道县玉蟾岩发现的12000多年以前有人工干

扰痕迹的野生稻谷，澧县城头山、八十墙出土的当今世界上最早的稻

谷和稻田③，足以证明湖南是中国古代农业发源地之一。秦汉以降，

湖湘农业享誉神州。六朝时，魏文帝就称赞长沙好米，“五里闻

①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地图出版社

1999年版。

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

③何介钧：《城头山古城遗址发掘与收获>，见《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

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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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①。隋唐五代，漕运湖湘粮食至长安(今西安)，“三秦之人待此

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②。至明清，“湖广熟，天下足”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当代，湖南则是举世闻名的“鱼米之乡”；湖南的杂交水

稻更是为解决中国和世界粮食问题立下了丰功伟绩。

湖南自古以造船业、陶瓷业以及商贸业闻名遐迩。宋元之际，出

现了“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繁荣景象。③清末，在以曾国藩为

首的洋务派倡导下，湖南近代工业迅速兴起并有所发展。近半个多

世纪，湖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付出了艰辛努力，湖南初步建

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商贸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这一切，充分显示出湖湘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清康熙三年(1664)，湖南行省正式辟置。自此之后，湖南省级

政府权力所及，则直接影响湖南经济的兴衰与发展。

湖南省级政府，自清湖南巡抚部院建立至本志下限湖南省人民

政府第九届届满，凡338年，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历届政府对于经济之施政，各自都

有不同的愿景、方略和举措，自然也就产生出各不相同的结果，但归

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四种情况： ．

一是庸碌无作为。清代湖南建省200多年，除少数巡抚对经济

有所建树之外，其他人或忙于战争，或不予重视，多无作为。

二是坏心办坏事。如汤芗铭政府，秉承袁世凯旨意，充当复辟先

锋，肆意搜刮民财，鲸吞巨款，严办“乱党”，大肆屠戮，弄得民生凋

①明张溥：《汉魏六朝_-g家集·魏文帝集》。

⑦(JB唐书·刘宴传》。

③北宋张祁：《渡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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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生灵涂炭，对湖南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

三是好心办坏事。如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中，湖南省人民

委员会一心想迅速发展经济，不惜违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

高指标、高积累，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使湖南经济陷入困难的境

地。

四是好心办好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省人民政府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总体上促进了湖南经济健康、持续、稳步发展。

《湖南省政府经济工作通志》，意在对湖南历届省级政府关于经

济工作方略、举措和效果进行历史地记述，不仅客观记录各届政府之

经济施政的“政绩”和功过是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湖南建省以来

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因而，本志既是第一部记载湖南历届省级政

府经济工作的“政绩”志，又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湖南经济志和地方

史，以图开政府经济工作研究之先河。

前世之事，后世之师。在记述浩翰的史实过程中，我们以为，省

人民政府之于经济工作，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至少有五点：

一、把握方向，顺乎潮流。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省政府领导

经济工作必须把握大势、大局，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二、崇尚科学，尊重规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省政府应有

科学的指导思想，科学的管理方法，才能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真正转化

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为此，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主

观主义、形式主义，老老实实按照科学态度办事，按照经济规律发展

经济。
‘

三、讲求实绩，合乎民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政者必须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常怀为民之心，笃行利民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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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远谋子孙万代之福祉。切不可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搞所谓“政绩

工程”，劳民伤财，殃及子孙。

四、为所必为，依法行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切实转

变职能，职之所在，雷厉风行；职能之外，不可掣肘。行政之中，按照

法律准则、经济规律，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监督市场，管理

社会。

五、惩治腐败，维护稳定。旧中国政府之倒台，多因贪婪腐败。

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社会

稳定，居行平安，人民之所祈望。政府在致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充

分运用国家机器，维护稳定，严惩腐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由是，湖南经济必将乘中国中部崛起之东风，突飞猛进，大放异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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