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区域协调发展中县域发展策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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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省小金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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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尺度空间和经济发达地区，立足县域，以经济欠发

达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讨论亟待拓展。小金县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 5. 12 汶川特大地震

重灾区。从发展现状看，该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在省、州范围的区际协调发展度偏低，县域

内协调发展面临 3 大困境。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小金县应着手 5 个方面: 依据区域发展分工，明确

经济发展定位; 权衡周边地区关系，把握合作发展方向; 分析产业发展趋势，拟定结构调整重点;

突出各区发展特色，制定有序推进目标; 立足现有发展基础，科学规划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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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我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升资源利

用率、实现改革开放成果共享的关键之举，也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遵循四大原则: 一是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原则，

倾向于扶贫和减少地区发展的经济差异，通过对弱势人群和

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推进协调发展; 二是以公平为原则，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通过对教

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力度的增加，缩小地区间人

民生活福利的差距; 三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在主体功能

区划的导向下，明确区域发展定位差异，强调区域间应通过

互补、积聚和合作推进协调发展; 四是以“市场 + 政府”为

原则，提倡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介入下保障协调发展战略的

实施与推进。
近年来，随着区域市场的逐渐开放，地区产业结构的基

本形成，区域间合作共识的不断加强，区域协调政策、相关

规范的不断明确，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已

经具备。［1］与之前的区域发展策略不同，协调发展关注的面更

广，涉及的要素更多。其不仅关心经济，还关心社会、环境

等因素，包括空间系统协调、人口发展动态协调、产业结构

协调、资源环境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2］ 从研究现状

看，国内学者主要从区际协调、区内协调两个角度展开讨论，

对区际协调的研究集中于大尺度空间 ( 如珠三角、长三角、

东北老工业基地［3］) 和经济发达地区，对小尺度空间与欠发

达地区的讨论则明显偏弱。 “县”是我国基本的地方行政单

元，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在县域层面更大、更严重。

因此，对小空间尺度———县域展开讨论，既可弥补当前研究

不足，也有助于区域规划者拓宽思维视角，明晰发展路径和

进行策略选择。

二、小金县概况

小金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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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汶川县，西毗甘孜州丹巴县，南连雅安市宝兴县，北接

马尔康县，西北与金川县相连，东北与理县接壤，西南与甘

孜州的丹巴县、康定县和雅安地区的宝兴县交界 ( 如图 1 所

示) 。

图 1 小金县区位图

小金县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 ( 国家级贫困

县) 、5. 12 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灾后重建定点互助模式受益

区，也是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开发区”。与发达地区相比，

小金县经济综合竞争力起点低、基 础 差、发 展 难 度 大。以

2008 年四川省 181 个县市排名为例: 经济总量排名，小金县

位列四川省 181 个县市的倒数第 20 名; 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

排名第 175 位;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名第 170 位;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排名第 156 位。［4］近年来，小金县域内贫富差距

持续拉大，亟需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促进人民共同

富余，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三、小金县区际协调发展状况

1． 在四川省内的协调发展情况

下面从地区经济、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 3 个方面，对小

金县所属四川省 ( 181 县) 、阿坝州 ( 13 县) 的协调发展度进

行评价。考虑到截面数据对比的可能性，笔者从《四川统计

年鉴 2009》中采集 2008 年四川 181 市县区的原始数据。在地

区经济要素中，选择的协调发展指标为: 人均 GDP、人均民

营经济增加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 ① 在公共服务要素中，选择的协调发展指标为: 学

龄儿童入学率、小学生师比、普通中学生师比、每万人医院

卫生院床位数、每万人医院、卫生院技术人员、等级公路占

比; 在居民生活要素中，选择的协调发展指标为: 每百人拥

有固定电话、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储

蓄存款余额。考虑到指标选择的局限性以及专家意见的主观

性，对 3 类要素 14 个指标的权重，笔者未采用当前流行的层

次分析法或主成分分析，而是设定每个指标具有相同的权数。

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专家主观看法或指标偏好带

来的偏差。

在分析中，笔者利用变异系数测度区域协调发展程度。
变异系数主要用于反映总体分布数列中变量值差异程度的相

对指标，［5］其具有可消除测量尺度和量纲的影响，客观反映相

对差异的优势。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变异系数 = 标准差
平均值

将协调度分为 1 ～ 5，共 5 个等次。等次越高，协调发展

状况越低，协调发展程度越差。不同等次的协调度对应不同

的变异系数 ( 见表 1) 。
表 1 变异系数、协调发展度对应表

变异系数 X 1≤X 0. 7≤X ＜1 0. 4≤X ＜0. 7 0. 1≤X ＜0. 4 X ＜0. 1

协调度 5 4 3 2 1

协调发展状况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计算得到四川省 181 县市区协调发展度 ( 见表 2) 。在地

区经济、公共服务、居民生活 3 个协调发展因素中，“公共服

务”最好，指标的协调度多为 1 度和 2 度，协调发展状况为

“较好”或“好”; “居民生活”居中，指标协调度集中在 3
度和 4 度，协调发展状况为 “一般”或“较差”; “地区经

济”协调发展最次，指标协调度集中在 4 度和 5 度，协调发

展状况为“较差”或“差”。
从协调发展指数平均值排序来看，小金县位居四川 181

个县市的第 106 位。全省 181 个县市协调发展指数的平均值是

0. 3272，小金县是 0. 28 ( 仅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85. 58% ) ，与

全省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四川 181 县市区发展协调度

指标 人均 GDP

人均民

营经济

增加值

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

售额

人均地方

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

等级公

路占比

学龄儿

童入

学率

小学生

师比

变异系数 0. 934 0. 832 1. 737 1. 509 0. 399 0. 058 0. 325

协调度 4 4 5 5 2 1 2

指标
普通中学

生师比

每万人医

院卫生院

床位数

每万人医

院卫生院

技术人员

每百人

拥有固

定电话

每百人

拥有移

动电话

职工平

均工资

人均储

蓄存款

余额

变异系数 0. 226 0. 963 0. 913 0. 826 0. 724 0. 674 0. 813

协调度 2 4 2 4 4 3 4

数据来源: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 2009》计算得出。

2． 在阿坝州内的协调发展状况

阿坝州 13 个县协调发展度 ( 见表 3 ) 。可知，地区经济、
公共服务、居民生活 3 个发展要素在州内的差距没有在四川

省内那么明显，指标对应的协调度都有相应程度的减小。具

体而言，“公共服务”最好，指标的协调度多为 2 度和 3 度，

协调发展状况为“较好”或“一般”; “居民生活”居中，指

标协调度集中在 2 度和 3 度，协调发展状况为 “较好”或

“一般”; “地区经济”最次，指标协调度集中在 3 度和 4 度，

协调发展状况为“一般”或“较差”。与阿坝州内其他地区相

比，小金县协调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不够理想，13 个县中排名

12，协调发展是小金未来发展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表 3 阿坝州 13 县区域发展协调度

34

2012 年第 1 期
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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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人均 GDP

人均民

营经济

增加值

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

售额

人均地方

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

等级公

路占比

学龄儿

童入

学率

小学生

师比

变异系数 0. 683 0. 682 0. 994 0. 935 0. 222 0. 100 0. 226

协调度 3 3 4 4 2 2 2

指标
普通中学

生师比

每万人医

院卫生院

床位数

每万人医

院卫生院

技术人员

每百人

拥有固

定电话

每百人

拥有移

动电话

职工平

均工资

人均储

蓄存款

余额

变异系数 0. 252 0. 514 0. 434 0. 714 0. 401 0. 294 0. 592

协调度 2 3 3 4 3 2 3

数据来源: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 2009》计算得出。

四、小金县区内协调发展状况

从县域内部来看，小金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四区分化

阻碍发展均衡”、“资源分散加大发展难度”、“人才匮乏减弱

发展动力”三大困境。
1． 四区分化阻碍发展均衡

小金县辖 2 镇、19 乡，乡镇分布与境内河流分布密切相

关，传统分区为 4 个 ( 如图 2 所示) 。四区的发展现状可总结

为: 一富二贵三优四贫。一区群众依靠旅游资源和河坝农业

致富，经济最为宽裕; 二区是地方政府所在地，工业发展集

中于此，依靠中心城镇发展商贸，群众在交通出行、教育医

疗等方面享受的实惠最多; 三区是红色旅游和畜牧业发展的

核心区，省道 210 穿区而过，发展条件优越; 四区有较为丰富

的矿产，但开发受限，加之交通不便、发展基础薄弱，是小

金县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交通通达程度不一，经济发展要

素差异巨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四区的发展差距还会持续加大，

严重阻碍县域内部的均衡发展。此外，小金县域内的非均衡

发展还体现在河坝地区与高半山之间、中心城镇与边远乡村

之间。

图 2 传统四区示意图

2． 资源分散加大发展难度

资源分散加大小金县发展难度，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 一是土地资源分散阻碍农业规模化生产; 二是人口分散

带来更大管理成本。小金县人口主要集中于两镇、发达乡及

周边地区，密度仅为 14. 36 人 /平方公里，政府管理成本及管

理半径偏大，居住在高半山地区的人口更是增加了政府用于

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 三是城乡分散，空间距离大，阻碍了

城乡统筹的步伐，减弱了城镇对农村的辐射作用。
3． 人才匮乏减弱发展动力

人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人才总量不足、结构

不适会严重减弱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从事业编制人员来看，

小金县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总量不足、质量欠优、人才老化

( 见表 4) 。
表 4 小金县事业人员质量指标

职称
数量

( 人)

比例

( % )
学历

数量

( 人)

比例

( % )
年龄

数量

( 人)

比例

( % )

高级 84 5. 45 大学 381 24. 7 35 及以下 656 42. 54

中级 444 28. 79 大专 753 48. 8 36 － 50 826 53. 57

初级 751 48. 7 中专 160 10. 4 50 以上 60 3. 89

未有 263 17. 06 高中及以下 248 16. 1 / / /

资料来源: 《小金县社会事业人才队伍现状调查报告》，小金县发

改局提供。

五、小金县协调发展策略思考

1． 依据区域发展分工，明确经济发展定位

我国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决议、五年计划 ( 规

划) 、特定区域的规划中。［6］因此，把握国家、省和州区域发

展政策是制定小金发展县策略的首要任务。在主体功能区定

位中，小金县为限制开发区。根据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十

一五”规划，小金县属于“川西北经济区”，发展定位是: 按

照“保护生态、点状发展”的发展思路，根据自然资源比较

丰富但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加大水能、旅游和矿产

等优势资源合理开发的力度，改进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实

现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根据阿坝州经

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小金与金川、马尔康组成“西

南部综合经济区”，发展定位是: 按照“培育产业，奋力追

赶”的发展思路，下大功夫培育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
由此，未来 5 ～ 10 年小金县经济发展定位: 保护生态、点

状发展; 培育特色产业，大力开拓旅游业; 以水电能源、旅

游业、餐饮宾馆、文化娱乐为主导，辅之以生态农业、矿产

开发和生物资源开发，建成综合经济区。
2． 权衡周边地区关系，把握合作发展方向

小金县周边有康定县、宝兴县、马尔康县、汶川县、丹

巴县、理县、金川县。以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三次产业增加值 ( 共 5 个指标) ，运用聚类分析法对 8 个地区

进行分类。
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采用“物以类聚”的思

维方式。在分类过程中，不必事先给出分类的标准，聚类分

析就能够从样本数据出发，采用层次式的判别方式，根据变

量之间的亲疏程度逐次进行聚类。［7］聚类分析中使用的统计距

离为 Minkowski 距离，类间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dij ( l ) = Σ
l

k = 1
xik － xjk[ ]l

1
l ( i， j － 1，2，． ． ． ，m ) ，D

( 0) = ( dij ) ，Dpq = min
i∈Gp，j∈Gq

dij

Drk = min
i∈Gr，j∈Gk

dij = min min
i∈Gp，j∈Gk

dij， min
i∈Gp，j∈Gk

d{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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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Djk，D{ }qk

通过聚类分析，可将以上 8 个地区分为 4 类: 第一类康定

县; 第二类宝兴县、汶川县; 第三类马尔康; 第四类小金、
丹巴县、金川县和理县。层次聚类树形图 ( 如图 3 所示) 。

图 3 层次聚类树形图

第一类地区 ( 康定县，四川区县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49
位) : 基本特征为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高，第一产业占比

很低 ( 小于 10% )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基本持平 ( 都

在 43%以上) 。第二类地区 ( 宝兴县，四川区县市综合竞争力

排名第 71 位; 汶 川 县，四 川 区 县 市 综 合 竞 争 力 排 名 第 28
位) : 基本特征为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较高，第二产业占

比很高 ( 在 60%左右) 。第三类地区 ( 马尔康县，四川区县

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110 位) : 基本特征为经济总量指标和人

均指标较高，第三产业占比很高 ( 接近 70% ) ，第二产业和第

一产业占比小。第四类地区 ( 小金县，四川区县市综合竞争

力排名第 162 位; 丹巴县，四川区县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139
位; 金川县，四川区县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173 位; 理县，四

川区县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67 位) : 基本特征为经济总量指

标和人均指标较低，第二产业占比在 30% 左右，第三产业占

比在 40%左右。
从聚类分析来看，小金县周边地区基本上都比小金县经

济发达。小金县应积极创造条件接受康定、汶川、宝兴、马

尔康、理县的经济辐射作用，加强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合作。
从产业结构来看，小金县与丹巴、金川较为同构，应注重培

育比较优势，突出自身特色，或与这些地区协作推进规模化

生产和产业聚集，提升总体实力。
通道经济是目前区域经济中发展快、活力强的增长模式。

因此，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小金县应借助灾后重建对交通

条件的改善，以及下一阶段巴郎山隧道、汶 ( 川) 马 ( 尔康)

高速公路、雅 ( 安) 马 ( 尔康) 高速公路、日隆至两河高速

公路的建设，健全小金县交通体系。努力将小金县打造成为

“成 ( 都) 阿 ( 坝) 甘 ( 孜) 结合部”的，连接内地与康巴，

沟通川西北和川西南的区域性交通枢纽。
3． 分析产业发展趋势，拟定产业调整重点

未来 5 ～ 10 年，阿坝州产业发展趋势为: 区域间竞争从单

一竞争演进为整体竞争，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 区域经济的

马赛克现象出现，产业集群发展带动区域竞争力的增加; 区

域分工、产品生产链分工不断细化。因此，在产业结构定位

中，小金需考虑阿坝州提出的“一体两翼” ( 飞鸟战略) ，将

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落在第二产业上，突出工业主导地位。
第一产业则着力于结构调整，延伸、加宽农业产业链，提升

农业竞争力。第三产业应加快改善旅游业软硬环境，提升产

业承载能力，加大旅游营销，促进旅游业发展恢复并提升到

地震前水平。
旅游业具有扩大消费、积聚人气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作用，是小金县的比较优势。将小金县旅游资源与州内其他

地区的旅游资源有效整合，打造定位明确、具备特殊吸引力

的旅游大区域是小金县协调发展的首要之举。小金县旅游可

借助全面提升大九寨、大熊猫栖息地旅游区配套服务功能和

全州旅游二次创业的机遇，加快旅游经济发展步伐，将自身

打造为阿坝州旅游的新增长极。
4． 突出各区发展特色，制定有序推进目标

结合小金县四区发展现状及功能定位，突出四区发展特

色，协调发展策略为: 东强、西优、南进、北拓。
东强: 东部以日隆镇为发展中心，积极抓住公路改造、

基础设施建设机遇，突出自然风景旅游，强力打造一流精品

景区、阿坝州旅游新增长极; 结合河坝地区农业优势，推动

生态观光旅游，带动农业产业纵深发展，做大做强。
西优: 西部以美兴镇为发展中心，积极抓住城镇化发展、

县城空间拓展、道路交通改善的机遇，突出居住和商贸职能，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镇辐射农村的能力，优化城镇职

能; 发挥资源优势，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结，

促进工业规模化、集团化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与结构。
南进: 南部以窝底乡为发展中心，积极抓住灾后重建、

资金扶助、政策扶持的机遇，拓展与丹巴县、康定县区块的

联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新产业、开发新项目，缩小

与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发展差距，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扩大对外开放。
北拓: 北部以两河乡为发展中心，抓住公路改造、基础

设施、牧民新居、重要旅游景点建设的契机，依托梦笔山、
两河口会议会址、抚边粮台会议会址等景点建设，强化与县

内、州内景点的联系，拓展旅游路线和旅游项目，延伸旅游

半径。
5． 依据现有发展基础，科学规划空间布局

协调发展空间布局为: 两个中心，一个经济带，四大片

区，X 型开发轴线 ( 两心、一带、四区、X 轴) ，形成以点串

线，以点带面的空间结构体系及开发模式 ( 如图 4、图 5 所

示) 。
( 1) 构建两个中心 ( 商贸中心、旅游中心)

空间范围: 美兴镇、日隆镇。发展思路: 充分利用小金

打造“一级中心城镇”的机遇，加快美兴镇老城区改造，新

城区构建，整合周边地区资源，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

升中心镇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其政治、文化、交通、商贸中

心的功能。完善日隆镇国家级四姑娘山风景区旅游服务基地

建设，将其打造成为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和大熊猫栖息地旅游

区的精品景点，充分发挥其吸引游客、拉动引资、带动旅游

经济的功能。
构建两个辅助中心 ( 旅游次中心、开发次中心) 。空间范

围为: 两河乡、窝底乡。发展思路: 借助小金县打造 “二级

中心城镇”的机遇，加快两河乡及窝底乡的建设，发挥两河

红色文化、嘉戎文化旅游特色，发挥窝底矿产及农林产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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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优势，将两个地区打造为两个“一级中心城镇”的卫星城

镇，支撑多中心网络型城镇体系的建设。

图 4 空间战略布局示意图

( 2) 培育一个经济带 ( 绿色经济、精品旅游经济带)

空间范围: 由东至西，达维河、小金川一线。经济带中

城乡经济特征和优势为: 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 经济发展

沿主要交通干线 ( S303) 展开; 商贸流通活跃; 城乡布点多，

城市化基础较好。发展思路为: 与两个中心城镇实现功能互

补、产业互动、资源共享。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优质葡萄和

果蔬种植基地为基础，全面推进农业产业链加长、拓宽; 大

力发展产品附加值高、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高新技

术产业; 全力推进旅游行业崛起。

图 5 X 型开发轴线

( 3) 打造四大片区 ( 自然生态观光风景区、商贸工业集

中发展区、红色民俗文化休闲区、矿产农林产品开发区)

自然生态观光风景区空间范围: 沃日乡→达维乡→日隆

镇一线。发展思路: 以国家级四姑娘山风景区旅游服务基地

为重，以夹金山红军长征体验区、夹金山森林公园、达维石

碉、达维喇嘛寺等为支撑，依托旅游物资配送中心，以自然

风光、生态农业观光为切入点，以沃日民居旅游为补充，全

方位打造服务周到、特色突出的旅游风景区。

商贸工业集中发展区空间范围: 美兴镇及周边地区。发

展思路是: 以熊猫走廊和四姑娘山旅游服务基地建设为主，

以商贸、绿色食品工业、房地产及旅游服务为主导产业，集

中优势工业企业，打造全县商贸、工业集中发展区。
红色民俗文化休闲区空间范围: 两河乡→老营乡，抚边

河一带。发展思路是: 以红色文化和嘉戎文化为载体，以交

通要道、旅游景点为支撑，以“两河口会议”会址为中心，

以旅游服务及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打造全县红

色民俗文化休闲区。
矿产农林产品开发区空间范围: 窝底、汗牛、潘安三乡。

发展思路是: 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合理开发矿产及农林

副产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 加强与康定和丹巴旅游协作，

拓展嘉戎文化、民居旅游。
( 4) 拓展 X 型开发轴线

协调发展点轴开发重点为: “固心强带，筑区拓轴”，构

建以中心城镇 ( 美兴镇、日隆镇) 为主的“一主一次”发展

轴线，拓展 X 型开发轴线，加强“东优西扩，南进北拓”对

外主通道建设，强化中心城镇的集聚和辐射。
主轴线: 依托省道 303、达维河、小金川等东西向的通道

建设，构建以美兴镇、日隆镇、达维乡、沃日乡为主要节点

的河坝地区开发经济轴线。
次轴线: 依托省道 210、抚边河、汗牛河等南北向的通道

建设，构建以两河乡、抚边乡、窝底乡等为主要节点的旅游

开发和资源开发经济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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