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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县域经济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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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就四川而言，发展县域

经济是一个老话题、老命题，但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破题，其重要原因在于对县域经济发展在认识

上还有一些误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特点和发展规律认识不清、认识

不透。 
  县域经济不等于县级经济，不应包括市辖区经济、县级市经济。市辖区、县级市属于城市行

政区，其经济性质更多地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以二、三产业为主，经济活动具有城市经济的特

点，遵从城市经济的发展规律。尽管我省有些市辖区、县级市与县几乎没有区别，但就整体而言，

市辖区、县级市经济更多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和特征。县域范围内，乡村用地占 80%以上。城镇

化率大多在 25%—35%之间。县域经济既包括有一定城市经济属性的城镇经济，也包括具有乡村

经济属性的集镇经济和乡村经济。只有将市辖区、县级市从县域中分离出来，将城市经济与县域

经济区别开来，才有助于真正认识和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特点和规律，才有助于探索和找到

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县域不是现代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主体地域，县域经济也不是支撑一国或一个地区国民经济

最为重要的主体。一国或省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是在其全部国土面积上呈平面状地均衡推进，多

数产业仍是主要集聚在规模较大、密度较高、空间组织形态发育良好的城市地域。只有城市地域

才具备支撑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才能够形

成高效率的社会分工体系。对于县域而言，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相对薄弱。经验

数据表明，一国或一个地区 GDP 的 60%—70%往往只来自于 15%的国土面积。 
  县域是类型极为复杂多样的地域单元，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不能简单

照搬。县从行政管理角度上说是一致或相似的，从自然地理、地理区位、资源条件角度来说则是

类型多样、千差万别。县域经济不仅有平原县域经济、丘陵县域经济和山区县域经济，还有近郊

型县域经济、远郊型县域经济以及相对独立发展的县域经济，也还有资源型县域经济、资源加工

型县域经济和加工型县域经济。我省虽然早就注意到平原县域经济、丘陵县域经济和山区县域经

济的发展差异，也出台了许多有差别性的扶持和考核政策，但尚未真正推动探索、创立出丘陵县、

山区县的不同发展模式。 
  县域是一个有限的经济地理单元，难以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难以支撑形成多个大的

产业群体。作为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地域单元，县的行政区划面积和人口数量有一定相对固定的范

围。我省 121 个县中，除去三州地广人稀的县之外，其余 75 个县平均面积 1873 平方公里，平均

人口 62.7 万人。有限的地域、有限的人口、有限的资源，使得县域经济产业部门相对单一、经济

结构二元特征明显、经济运行存在断口、资源供求存在缺口，也使其难以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

系，难以支撑形成多个大的产业群体。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厘清县域经济认识上的误区，充分认识和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特

点和发展规律，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一是明确区分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将全省 183 个县级行政区经济明确划分为以市辖区、县

级市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和以县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分类引导、分类指导、分类考核，使市辖区、

县级市加快形成以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使县域经济发展更符合其内在的特点

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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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鼓励和支持不同的县域根据自身特点探索不同的发展模

式。尤其是积极探索丘陵、山区以及远离大中城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是充分认识特色产业的内涵和形成条件，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特色产业的“特”在于三个

方面：资源的地域专属性和独占性是特色产业形成的基础；独特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工

具、生产流程和生产组织方式是特色产业形成的重要条件；特色产品与特色服务是特色产业形成

的核心和基础。 
  四是发展县域经济从重资源向发挥资源优势和适应市场需求相结合转变。我省大部分县域资

源丰富，但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问题在于不重视研究和适应市场消

费需求。发展县域经济应当将发挥资源优势和适应市场需求两者结合起来，加强对市场的研究，

加强市场营销。 
  五是发展县域经济应从单纯重产业向同步重产品、树品牌转变。培育形成一个产业关键是要

有几家龙头企业，没有龙头企业的领头和带动，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培育龙头企业关键是要抓产

品，有了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支撑企业的发展。生产出好的产品关键是要抓品牌，有了品牌才有

企业和产业竞争力，企业才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改变只见产业不见好的企业、

只见企业不见好的产品品牌的传统模式，由抓产业下沉到抓龙头企业，由抓龙头企业下沉到抓产

品品牌。 
  六是以县城为中心优化工业布局。就大部分县域而言，能够支撑现代工业发展的地域就是县

城。实施工业强县富县需要以县城为中心实施集中布局，产业园区要与县城保持合理的空间尺度，

既不能太近，更不能太远。同时，加快县域建设，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完善县域功能，形成对工业

强有力的支撑。 
  七是培育一批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企业家队伍。城市经济更倚重技术创新。县域经济更

倚重企业家人才，特别是本土企业家。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实施企业家培育战略，鼓励和支持县域

本土企业家做大做强，鼓励具有一定经营才能的出省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加强县域企业家和经营

管理人才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