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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对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江涌 

 
 (文史博览杂志社，湖南长沙，410011) 

 
摘要：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长株潭地区的最大优势是人才优势，要实现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

发展，必须对其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进行有效协调、优化与控制。分析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才瓶颈，

从人才学的视角提出促进长株潭区域经济开发一体化格局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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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长株潭一体化设想是在 1982年底。1997

年，湖南省作出了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决策，政

府正式确定推动三市一体化。2005年 8月，湖南省政
府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6 年，国家将长
株潭城市群列为促进中部崛起重点发展的城市群之

一， 2007年 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正式批准为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迎着新的发展机遇，近几

年来，长株潭区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优化

产业结构，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2008年，长
株潭区域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565.31 亿
元，比 2007 年增长 14.5%，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40.9%，所占比重较 2007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长株
潭区域在全省经济增长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2009
年，随着两型社会试验区全面开建，其对湖南经济的

龙头和领跑作用将更加突出。 
 
一、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与人才的 
相关性分析 

 
实现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推进全省城镇化进

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形成湖南省强有力的经济发展极

的客观需要。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需

要一定的条件，如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位置与交通

信息条件、人口与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等。人

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诸因素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

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人才是长株潭区域经

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层次的升级的根本。 
(一) 人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1) 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也增强了综合

国力。现如今，我国经济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的以物

质资本投入转向以人才资本和技术信息为主的发展战

略和经济模式。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经

济学，它的基本理论依据是物质稀缺、生产函数和收

益递减三个原理。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传统的经
济理论受到了新的挑战，以信息化、新材料、转基因

生物工程等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即知识经济)的
出现，标志这一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低效能为基础的工

业经济的衰落。随着全球范围内高科技为核心的生产

力系统的出现，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

产领域，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及其载体的人才

已经成为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国际经合与发展

组织(OECD)国家的知识经济资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投资。所有发达国家每年用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费

用，占 GDP 的 20%以上，其中教育投资约占 10%左
右。投资方向已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倾斜。经济发

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人才既是技术

创新和进步的发动者和推动者，也是新技术的载体和

传媒，人才的作用将会导致生产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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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体现在
人身上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人类通过人

力投资获得的收益，是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

人口质量，它包括了人们学得的知识、技能、资历和

经验等。据对全世界 192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计算，目
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构成比为

64：20：16，人力资本是世界总财富中最大的财富。
西奥多·Ｗ·舒尔茨曾用增量贡献率的方法对美国

1929 年至 1957年期间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量的贡
献进行了估算，求得经济增长中有 33.0%是教育投资
水平提高所做的贡献。而根据中国 1978～1996年的历
史数据所进行的回归计量结果显示，当年每增加 1亿
元的人力资本总投资(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之和)可带
来 GDP近 6亿元的增加额，而当年每增加 1亿元的物
质资本投资仅能带来次年 2亿多元的 GDP增加额。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都充分证明了人

才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才是

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因。 
(3) 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内部结构的良性发

展。区域经济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种表现。人才的知识属性集中表现在他们对知识

的拥有、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因此人才对于新知

识的追求、对新事物的敏感决定了他们善于采用新的

观念和技术，淘汰旧的技术，从而促使整个企业乃至

行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结构变革，使其能更好的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 人才与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

析 
首先将湖南省 14 个市州分成湘东北(包括长沙、

株洲、湘潭、岳阳)、湘中(包括衡阳、娄底、常德、
益阳)、湘南(郴州、永州)和大湘西(邵阳、张家界、怀
化、湘西自治州)四个大的区域。然后，选择全省各市
州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社会基础的八项指标：年末

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

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普通
高等学校数；高校在校生。根据 2008年湖南统计年鉴
的数据分析得知(详见表 1)。 

2000 年以来虽然湖南省各市州经济普遍快速增
长，但由于发展的起点差异和发展过程中的速度差异，

全省区域经济水平发展非常不平衡，经济总量呈现出

区域集聚的趋势，并呈现出了较强的集聚态势，经济

总量明显集中在湘东北的长、株、潭区域。2007年，
长株潭区域生产总值为 3 468.31 亿元，而大湘西(邵
阳、张家界、怀化、湘西自治州)四个大的区域生产总
值仅为 1 229.59亿元，差不多只是长沙市的二分之一。
其中张家界市只有 151.33亿元，仅为长沙的十四分之
一(见图 1)。 
人均 GDP代表着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湘西农村人口比重大、素质低，是湘西州人口的整体

素质水平偏低的直接原因。2007年湘西州人口出生率
为 13.1‰，比全省高 1.14个千分点，在湘西地区中仅
比怀化市稍低(低 0.89 个千分点)，位居第二位，比长
沙市高 3个千分点。2007年大湘西的普通高等学校为
9所，不到长沙市的五分之一，全省 70%～80%的高 

 
表 1  湖南省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社会基础(2007) 

 
(资料来源：湖南统计年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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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和生产要素集中在长株潭。全省 14 个市州
中，长株潭三市人均 GDP分列第一、二、三位，湘西
州人均 GDP为 76655元，仅为全省的 51.68%，只有
长沙市的 22.08%(见图 2)。 

 
图 1 四大区地区生产总值比较(单位：亿元) 

 

 
图 2 四大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较(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湖南统计年鉴 2008) 

 

综上所述，劳动者的知识、技术、生产能力决定

着全省各市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人才资本决定着物

质资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将成为湖南区域经济持

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长株潭地区是全省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也是全省人才精英荟萃之地，长株潭成为

湖南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归根结底还是依靠人才、

依靠高科技产业。长株潭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核心

区域，要继续突出其综合实力强大及带动和辐射作用，

必须充分发挥长株潭人才资源的整体优势和潜能，形

成资源共享、优势叠加的人才开发一体化格局，加速

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人才瓶颈 

 
加快发展长株潭的目的在于利用其区域一体化的

人才、经济等优势，进一步撬动整个湖南的发展。 
1. 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人才基础 
人才实力方面。长株潭区域是全省人才的聚集地，

历年来的人才总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市州并成逐年上

升均势。至 2007 年底，长株潭人才总量 79.8 万人，
占全省人才总量的 27.8 %，大大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长株潭高层次的人才资源在全省的优势十分明显，全

省院士，博士生导师等各类拔尖人才 80%以上都集中
在这个区域，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人才队伍。

其中,在湘两院院士 43人全部集中在长株潭地区;长株
潭地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48人,占全省的 73%;国务
院特津专家 2 730人,占全省的 92.8%;高级职称共 4.4
万人,占全省的 80%;研究生 1.3万人,占全省的 81.3%。
据调查统计，近年来，长株潭引进人才的特点呈“两高
一低”，即“高学历、高潜力、低年龄”，主要流向装备
制造、钢铁有色、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支

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为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综

合竞争力的增强，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人才资源开发能力方面。截至 2007年底，长株潭

高校总数为 62 个，占全省总数的 62.6 %。目前，长
沙市拥有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

湖南师范大学 4所 211工程“重点大学”，有 3所进入
985 工程，数量上与上海和西安并列第二；株洲市拥
有科研机构 24个、博士后工作站 6个、国家级省级工
程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 13家，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的
人员为 4万多人，院士 2名；湘潭市除拥有包括国家
级重点大学湘潭大学在内的 5所大专院校外，还拥有
12所中等专业学校，82所技术学校和各类成人高、中
等专业学校，每年都为湖南乃至全国输送大批专业人

才。长株潭已经建立起一系列综合性和专业性相结合

的人才交流市场，如省人才市场，长沙高新人才市场，

长沙女性人才，株洲人才市场，湘潭人才市场等，这

在全省都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为人才的流动创造了一

个良好的环境。近几年来长株潭加大了对引进高层次

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力度，充分利用中部崛起的契机，

成功举办了几次大型的人才交流会，如“中国博士后

长沙科技行”，“海外学子中国长沙行”等。这一系列

的活动都扩大了三市在全国的影响，引进了一批高素

质的人才，这对长株潭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

作用。 
联合开发方面。近年来，长株潭积极打破行政壁

垒，整合力量，在探索建立三市人才联合开发体系上

取得了一定成绩。如 2003年 4月在长沙召开长株潭三
市区域人才开发第一次联席会议来讨论长株潭人才开

发一体化问题；2004年 3月，长株潭联合举办首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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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潭区域大型人才招聘会。长株潭地区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在科研攻关、项目开发、人才智力交流等方

面也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2007 年 5 月 19 日，首届
泛长株潭“3+5”城市群(即以长株潭为中心，1 个半
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

阳 5市)人才就业服务正式启动。在这次跨区域人事人
才服务活动中，8市联合发行了“就业一卡通”，在区
域内，人才市场交流、人事代理、人才猎头、人事外

包等公共服务领域都能实现“无地域限制”。同时，专

业技术人才评价和专业证书认定标准互认，人才培训

项目协调、培训师资共享、培训内容统一、打造共同

的引智平台、实现国际人才资源共享等等都成为现实。 
2. 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人才瓶颈 
长株潭人才开发中也面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开发的快速

发展。 
首先，是人才总量相对不足。2002年，长株潭人

才总量为 66 万，人才密度为 528 人/万人，人才密度
仅相当于南昌、昆明的水平，与广州、武汉等城市相

比，差距很大。就各自情况来看，长沙一直是处于龙

头老大的地位；至 2006 年初，湘潭各类人才总量为
16.923 万，约占从业人员的 11.5%，每万人口中有各
类人才 610人，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落后于长沙、
株洲。而从横向上看，和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相比，株

洲人才总量上的差距比较明显。目前株洲人才密度为

7%，而发达地区基本上能达到 15%左右，深圳市 2005
年即已达到 16.27%。据 2007 年全国总工会对北京等
六省市和航空航天系统 160家企业的调查统计，高级
技术工人占到技工总数的 31%，而株洲市 44 家企业
的这一数据仅为 16.51%。对市域内 16 家重点企业的
调查统计，近期缺少技师、高级技师的企业达 12家，
共缺少技师、高级技师 1819人。纵向来看，据预测，
到 2012 年，适应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市人才总量应该到达 36.95万人，但目前仅 26.6
万人，增长压力比较大。 
其次，是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其一，专业技术

人才分布不平衡。仅以湘潭为例，截至 2006年初，近
70%的人才集中在传统产业和驻潭高校和事业单位，
而民营经济组织及农村所占比例较小，高新技术产业

人才严重短缺。从行业分布来看，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主要集中教育(56.3%)和卫生(12.7%)系统，而电子信
息、证券、资本营运、物流管理、旅游开发管理等专

业人才仅占 3.1%，特别是农业领域的高层次专业技术
人才匮乏。其二，高层次人才比重偏低，创新型人才

紧缺。由于各方面原因，全省高层次人才队伍发展缓

慢，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据统计，在专业技术人员

队伍中，研究生以上学历仅占 0.8%，高级职称仅占
5.2%。高级职称人员平均年龄 45 岁左右，院士等高
层次人才老化现象比较突出。全省企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 1036401名，其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仅 4272
人，占 0.41%，而科研人员中具有从事技术创新与产
品开发能力的研发人才更少，特别是既懂管理、又懂

技术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尤为紧缺。其三，实用技能

人才数量偏少，层次偏低。工人队伍中高技能人才是

企业急需的紧缺人才之一，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至 2006年初，湘潭
市中级以上技术工人、技师约 2.26万名，其中，高级
技师 90人，技师 2 300人，高级技术工人 1.3万名，
不到全市工人总量的 5%，且 90%以上是大专以下学
历。高级技工人才占工人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30%。
近几年来，市内国有企业的技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每年市内技工院校培养的技工学院也绝大多数被输送

到沿海地区，全市出现技工人才“饥荒”现象。农村

实用技能人才也相当匮乏。全市现有农村实用人才

3.45万名，不到农业人口总量 2%，而且 9.%以上是中
专(高中)以下学历。 
再次，是部分地区、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严重。随

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国企改革的深入，给国企带来了

生机，出现了近几年来没有的现象，即国企人才回流

现象。但总的趋势还是流出大于流入。据统计，2003
年国企人才流失 5.3 万余人，流入人才仅 1 万余人，
减少了 4.3万余人，大部分人才流向民营和三资企业。
据株洲冶炼厂(国家大型企业)统计，2003 年流失人才
总数是前 3年流失人才的总和，是前十年引进人才的
60%。流失的人才中以 35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人员为
主。且部分地区人才流失现象比较突出。湘潭市 1995
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有300名市属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调出或应聘到市外工作，人才流入与人才流出之比达

到了 1:3。央属、省属在潭单位 1996年至 2002年共流
失各类人才 1918 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
24%，高级职称人员占 15%。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的流失，使有的单位失去了顶梁柱，丧失了竞

争力，有的则导致核心技术、工程项目的直接流失。 
最后，是人才开发一体化发展缓慢。第一，起步

迟缓。2003年 4月长株潭才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人才资
源开发联席会议，较之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将近晚了 20年。第二，发展滞后。近年来，长株潭经
济一体化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

展、项目投资等多方面形成了较好的互补合作关系。

但在人才开发一体化方面力度明显不够，自第一次联



第 6期                                           江涌：人才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 857

席会议召开以来，人才开发一体化主要还停留在思想

交流、理论研讨的初级阶段，有关人才培养资源、人

才市场资源和人才创业平台等方面尚未有效整合，人

才资源开发上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现

象仍然较为明显。第三，未成体系。在人才规划与政

策制定方面，长株潭虽己开展了一些交流与协作，但

整体尚处初始起步阶段；在人才培养方面，长株潭的

部分院校虽加强了联系与合作，但离教育资源共享差

距甚远；在人才市场建设方面，长株潭虽有过联合招

聘人才等具体行为，但建立统一的人才市场体系依旧

任重道远。 
 

三、促进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人才学对策 

 
1. 推进经济一体化与人才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将长株潭人才整体规划纳入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和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根据长株潭经济

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与进程，确定人才资源开发一体化

的重点和措施，把人才资源开发与重点项目、重点工

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人才素质与发展教育相结

合，使人才资源开发在规模、质量、结构和分布上适

应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是实现长株

潭之间人才资源流动的零体制障碍。要逐步打破人才

政策和体制上的行政区域界限，消除行业壁垒，构建

统一的区域性人才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的人才开发社

会环境，最终实现长株潭之间人才资源流动的零体制

障碍和零体制成本；二是增强区域人才资源开发实力。

通过人才培养资源、流动载体、创业平台的整合，形

成人才资源开发的整体合力，通过创新机制、优化环

境，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努力提高

长株潭区域人才资源开发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三

是促进长株潭人才市场一体化的开发形成。建立长株

潭互通的人才市场，逐步统一的人才市场准入标准、

设立程序、营运规则，构建统一的区域人才市场体系。

健全三市人才市场服务体系，拓展人才市场服务领域

和内容，通过相互异地人事代理等人才服务项目，搭

建共通的人才服务框架，形成区域内统一的公共人事

人才服务体系。 
2. 构筑人才开发一体化的政策环境 
实现长株潭人才开发一体化，首先必须构建一体

化的人才政策体系，促进人才自主流动，自由流动。

要在思想上消除地域界限，树立全局观念，把长株潭

视为一个产业开发集群区，视为一个经济共同体，要

敢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做到相互衔接，防止各自为

政，避免恶性竞争，确保政策的协调统一。在此基础

上清理旧政策，制定新政策，彻底扫清人才流动在行

政管理、户籍和档案管理、购房、子女就学就业等方

面的障碍，让所有人才及其家属子女在长株潭自由安

居乐业。要建立统一开放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优秀人

才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方面一视同

仁，从根本上减少人才流动的风险和代价。要建立统

一的人才评价和人才统计标准，改进职业经理人资格

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人才统计标准，改进职业经

理人资格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科研成果评审鉴定

等工作，形成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局面。 
3. 根据“两型社会”建设要求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是积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长株潭“两型社会”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主

要依赖于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转向主要依赖于

人力资源极其创造性劳动带来的科技进步，这不仅要

求人才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相适应，而且要求人

才开发重点要符合“两型社会”建设经济结构和产业

结构需求。一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需要相应的人

才结构作支撑，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求人

才队伍的专业、层次、行业分布与产业结构、产业层

次和区域经济布局相适应。组织专家对长株潭辖区内

高校、职校和技校人才培养专业结构和学历结构进行

评估，并提出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调整建议，加大社

会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控制长线专业的发展规模，

把人才培养和“两型社会”建设需求真正结合起来。

二是优化整合人才培训资源。推进长株潭区域经济一

体化建设过程中，缺少人才资源开发一体化是不完整

的。针对目前人才培养培训中条块分割的现状，在纵

向上努力争取并合理整合中央、省、市各级教育培训

资源，横向上整合三市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职业

学院、技校及厂矿企业的教育培训资源，做大做强人

才培养培训事业，扩大人才培养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三是改进培养方式。关键是要制定培养顶尖人才的计

划。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广泛吸引国内其他地区的人才

和留学人员为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服务。但更为重要的

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培养顶尖人才。充分利用长株潭辖

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资源和力量，建构产

学研一体化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学校、科研院

所与企业的紧密对接，学科与产业的紧密对接，促进

产学研的真正融合，为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更

广阔的空间。 
4. 加大区域引进人才的力度 
在人才引进方面。一是转变人才引进模式。完善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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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机制，实现由单纯“引人”向着重“引智”的根本

转变，通过采取短期聘用、人才兼职、技术引进、项

目承办、技术指导等新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

国内两个人吃市场的人才资源。根据长株潭经济社会

发展紧缺人才培养工程的需求，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地开展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

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国际科技领

军人物，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培养一批湖南发展急需和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和团队；

重点实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引智项目，推动冶金、

化工、火电、建材、陶瓷等产业转型，提升工程机械、

有色、汽车、轨道交通、食品等优势特色产业的品牌

和竞争力，同时重点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

代服务业、以湘江生态修复为重点的四大引智项目。

二是加大人才引进投入力度。要拓宽筹资渠道，加大

人才引进投入，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引进结构。设立以

政府为主导的优秀人才引进专项基金，对成功引进高

端人才和急需人才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的引进经费补

贴；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适当扩大人才引进规模，增

加各层次人才的储备厚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强

后劲；鼓励和支持各用人单位对能明显提升本单位核

心竞争力的领军人才和急需人才，在引进过程中特事

特办，并出台专门的政策对用人单位和引进人才在指

标、税收、待遇等方面予以倾斜。三是建立人才流动

的“绿色通道”。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建立起长株潭人才自由流动通道，对人才互动给予制

度和政策支持；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和培训证书的互认

和衔接，实现教育、培训、考试资源的互通、共享和

统一。 
 
参考文献： 
 
[1] 张向前. 人才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 经济问题探

索, 2006, (4). 

[2] 胡跃福. 长株潭经济人才开发一体化研究[J]. 企业家天地, 

2005, (8). 

[3] 韩雪. 长株潭：区域一体化[J]. 中国改革，2008, (11). 

[4] 万四华，梁敏. 经济欠发达地区抢占区域发展人才制高点的

战略研究[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 

[5] 徐利平. 长株潭城市群步入人才资源“全流通时代”[J]. 中国

人才, 2008,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al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ang-Zhu-Tan area 
 

JIANG Yo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xpo magazine,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Talent is a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far as Chang-Zhu-Tan area is concerned, 
talent advantage is its greatest advantage .To achieve a sou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 must 
be a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ptimization and control to its huma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will be analyzed in proces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ang-Zhu-Tan area.Furthermro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science,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Chang-Zhu-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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