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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县域经济发展提速升级
   本刊评论员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它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
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极强的地域特
色。加快县域经济提速升级是增强区域经济综合竞争能
力、实现富民强县的现实需要，是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的基础工程。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
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壮大，取得突出成绩。尤其在东部沿海
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成为区域整体跃升的动力
源泉。但由于历史、区位、资源禀赋等多方面的差异，县
域经济的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不合
理。全国大部分县域依旧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生产
的劳动力资源投入较大，农民增收缓慢。工业基础薄弱，
特色经济发展滞后，缺乏成型的支柱产业、龙头企业，产
品结构大部分停留在开发和粗加工阶段，市场竞争力不
强。二是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难题。由于县域金融业务回报
低、成本高、风险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体系单一，同质
化竞争明显，以中小企业和农户为代表的县域经济长期
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三是面临体制约束。由城乡分治的
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转变的过程中，行政管理、行
政审批层次过多等因素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速度。部分
地区人均收入并未与县域经济同步发展，强县与富民之
间还有一定差距。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是区域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直接传导到县
域经济。目前，我国百强县90%在东部沿海地区，贫困县
多位于中西部地区。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此为契机，现阶段县域经济提速升
级，应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化农业。县域经

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一种

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农业及农村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
基础。改变落后的农业、农村经济，要立足县域比较优势，
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打造与生态建设相适应
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体系，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发展现代
化农业的同时，还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对特色
工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加速推进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强县域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建设，为县域经济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县域金融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农业发
展和工业繁荣都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有效支持。针对县域内
日益多元化的“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
完善县域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建设，健全县域金融政策扶持
体系。加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在县域开设网点的支持力
度，积极推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性担保机构等，从而营造良性竞争环境，促使金融机构提
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
综合运用税收优惠、风险补偿、担保、贴息、保费补贴等
形式，重点支持与“三农”相关性更高的涉农贷款投放，撬
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三）推进县域体制改革，强县与富民并重。积极探索

省县乡管理体制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适当下放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赋予县域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同时，把
县域经济发展同促进农民增收结合起来，注重以人为本，
富民惠民。在产业开发和项目选择上，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最终落脚点。在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上，根据产业基础、
经济结构、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民风民俗和城镇布局等，
超前思维，打造具有地方特色、以人为本的生活环境，为
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四）协调区域平衡，建立向县域和农村倾斜的公共财

政管理体制。应统筹兼顾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的发展差
距，通盘考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各自的困难。加大对
下财力倾斜和支持力度，建立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进一
步完善奖补机制，提高经济薄弱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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