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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长沙，已经悄然超越郑州，跃
居中部第二大城市。即使与中部“老大
哥” 武汉相比， 长沙的发展也不逊
色———2010年， 武汉的GDP是5515亿，
而长沙则是4547亿元。15年前地区生产
总值只有武汉一半的长沙，已经缩小到
与武汉只有五分之一的差距。

金融催生产业升级
当下，湖南产业集群对金融资本的

渴求，已相当迫切。但优势产业集群背
后，长沙以金融业为龙头的服务业却并
不发达。

资料显示，2007年以来， 长沙金融
业就成为仅次于教育卫生部门，服务业

税收增长最快的行业，但到2010年，以金
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
献率为35.6%，第三产业增加值，特别是
金融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偏低。

产业集群发达， 金融生态相对落
后，有鉴于此，湖南省政府在“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 要完善金融生态，畅
通企业融资渠道，打造具影响力的区域
金融中心。

在这种大背景下，长沙金融生态区
建设提速， 选址开福区火车北站片区。
作出这一地域选择，除了开福区独特的
区位优势， 还与其金融业积淀密切相
关。

金融机构区域总部扎堆的芙蓉中

路，集聚了长沙60％的金融总量，被视为
湖南的“华尔街”，尽管早在2002年，湖南
省委省政府就明确将芙蓉路定位为“湖南
金融街”。

长沙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作为长沙
金融最强大的辐射源之一，芙蓉中路金融
街目前主要集中在松桂园商圈一带，未来
将向北拓展。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芙蓉中
路金融街的贯通， 不仅让长沙金融业提
质，更会带动相关高端服务业向北集结。

中部发展引擎凸显
2011年5月，湖南省出台“十二五”规

划，要求推进环长株潭城市群金融一体化
进程，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建立企业上
市联动机制和综合服务平台。而同处中国
中部的南昌、武汉、郑州和合肥等城市也
不甘落后， 纷纷卷入中部金融中心之争，
群雄逐鹿的硝烟已经弥漫。

在战略投资者眼里，借助中部崛起和
“两型社会”两大利好，长沙已然迈向立足
湖南辐射中部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未
来十年，长沙规划区范围将由2893平方公
里扩大至4960平方公里， 版图扩大一倍
多， 并规划成为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大都
市。这意味着，在城市升级扩容发展背景
下，核心区将愈加寸土寸金，而在核心区
拥有一席之地，更将成为财富、身份与实
力的象征。

作为未来长沙核心中的新核心、金融
产业的洼地、国际商务的门户，长沙金融
生态区将成为继北京金融街商圈、上海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之后又一个新的经济聚
焦点，加速全球金融集结。

“我记得1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山坡，只有一家小餐馆，连柏油路都没有啊！”2009年7月，当身
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陈志武应湖南省图书馆的邀请再次回到长沙时，突然发现，眼前的长沙“变
化太大了”，到处都能感受到活力，“感觉就像一艘正在扬帆的船，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美好的未来。”

■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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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篇

金融中心的吸金力

长沙开福区将金融生
态区规划为金融总部区、综
合商业区和精英生活区三
大部分， 分别对应金融、商
务和生活等功能。而最近的
一次推介会，这里更是吸引
了37家战略投资者，122家
银行、证券、保险、期货、担
保等金融机构，以及国内商
业地产前30强。

数字为证，2010年，长
沙新增证券营业部17家，全
年新增银行贷款1152.92亿
元，占全省的57.51%；新增
上市公司7家， 市场直接融
资314.31亿元，创历史新高；
实现保费收入110.9亿元，全
市保险公司资产总额达
211.73亿元，增长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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