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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全省

强。河北省县域量大面广、人口众多，

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

局，必须将壮大县域经济作为长期坚

持的重大战略，持续推动县域财政经

济高质量发展。

河北县域财政经济运行状况

一 是 从 总 量 看，县 域 财 政 经 济

规模持续增长、占全省比重较高，但

县 均 实 力 整 体 较 弱。2020 年 县 域 的

面积、人口、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分别占全省的 86.5%、73.8%、

55.4%、36.3%。但县均经济实力较弱，

县均人口、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不

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县均生产总值

不足江苏的 1/6、浙江和山东的 1/3，

县均财政收入仅为江苏的 1/7、浙江的

1/4、山东的 1/3。在 2020 年全国经济

百强县和财政收入百强县中，分别仅

有 3 个和 5 个入围。

二是从结构看，产业层次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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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财政收入质量下滑，对一次性

收入依赖度较高。2015—2020 年，全

省县域三产增加值占比提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已接近 50%。但县域税收

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由 73%

降到 62.4%，也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

2015 年 分 别 有 6 个、19 个 县 税 收 收

入占比低于 50%、60% ；2020 年分别

有 22 个、50 个县税收收入占比低于

50%、60%。非税收入较大依赖国有资

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和土地出让计提

“两金”（教育资金和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等一次性收入。2020 年，上述收

入占到全省非税收入的 53%，其增量

为非税收入增量的 1.1 倍。

三是从平衡看，财力规模不断壮

大，但预算平衡难度越来越大，一些

必保支出难以保障。“十三五”期间，

全省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包括

本年收入、上级补助、调入资金、一

般债务等）年均增长 8.8%，2020 年达

到 4938 亿元。但受经济下行压力、环

境治理和减税降费等影响，一些县市

主要依靠上级补助、调入资金等非自

身收入维持预算平衡。2015 年调入资

金（含政府性基金和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上级补助分别占总收入的 8.9%、

47%，2020 年这两项占比都有所提升，

分别为 10%、51.6%。由于调入政府性

基金主要依靠土地拍卖收入，一旦土

地市场不景气，基金征收困难，将直

接影响年度收支平衡。

四是从城乡看，乡村振兴战略深

入开展，城乡融合加快推进，但公共

服务差距仍然较大。近年来，河北省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居民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然而，城

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城乡间公共服

务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目前，河北

省乡村燃气普及率、绿化覆盖率仅为

城市的 1/3 左右，乡村每万人卫生技

术人员数、医疗机构床位数仅为城市

的 2/3 左右。在城乡低保标准方面，京

津沪三个直辖市已经实现城乡合一，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基本实现

城乡统一标准，但河北省农村低保标

摘  要：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河北县

域财政经济规模持续壮大，但受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载体、发展环境等影响，仍然存在“体量大、实力弱、

结构差、不均衡”的特征。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河北县域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特色产业，优化要

素配置，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营商环境和深化财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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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仅为城市低保标准的 2/3 左右。

影响县域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因素

一是在发展基础上，县域产业层

次较低，不利于财政经济稳定增长。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河北省县域

数量虽多，但大都为农业大县、工业

小县、经济弱县，主导产业层次较低，

主要依靠农产品初加工、建筑房地产、

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传统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特

别是资源型产业、房地产业分别是许

多县域二三产业的主导行业。受压减

产能、环保政策等影响，大多数地区

的资源型产业受到明显冲击，对地方

财政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二是在发展条件上，县域生产要

素较少，不利于主导产业培育壮大。

长期以来河北省县域先进要素匮乏，

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多数民营企业在

研究开发、技术改造、规模扩张等方

面都存在资金紧缺的困扰。多数县市

存在产业发展用地指标严重不足的问

题，即便是省级重点项目也难以获取

相应的土地指标。县多、县小、县弱

的实际状况，加上中低端产业主导的

经济结构，导致大多数县域都难以吸

引先进技术要素。县域普遍存在人才

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素质不高等问

题，专业人才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卫生

系统，制造业领域人才严重不足。

三是在发展载体上，县域城镇化

水平较低，不利于人口和产业聚集。

长期以来，河北城镇化水平一直偏低，

2020 年 才 60.1%，明 显 低 于 63.9% 的

全国平均水平，在东部沿海省份中居

于末位。全省近 60% 的县域城镇化率

不足 50%，大厂、新河、尚义等县的城

区人口仅有几万人。此外，目前河北

省设立的 190 多家省级以上开发区，

大多位于县城周边，普遍存在发展定

位不清、产业层次不高、竞争能力不

强等问题。

四是在发展环境上，县域营商环

境较差，不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近年来，河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但“放管服”改革还未完全到位，民营

经济发展还有不少“隐形壁垒”，部分

政府部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仍不同程度存在。此外，虽然近年来

河北省的环境治理力度超前，也取得

了明显进展，但大气、土壤、水资源污

染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每年仍有多

个城市居全国大气污染指数后 10 位

和地表水环境质量后 10 位，也成为影

响县域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瓶颈。

推动县域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

策建议

一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筑牢县

域经济发展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

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培育发展一批体

量大、专业化程度高、支撑带动力强

的特色产业集群。既重点支持优势明

显、辐射带动广的支柱企业做大做强，

也推动中小企业专注细分产品和品牌

建设，打造一批单项冠军。引导产业

向园区聚集，支持园区建设大数据、

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等高端高新产

业项目，推行园区企业投资项目“标

准地 + 承诺制”，提升“亩均效益”。

二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县

域经济发展动能。发展县域经济，必

须优化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

不断提升先进要素配置效益。发挥财

政金融政策合力，鼓励金融机构到县

域设立分支机构、营业网点，积极探

索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信贷模式和金

融产品。完善增量土地分配机制，盘

活优化存量土地，支持市县开展闲置

土地清理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推

动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交易。完善财

税优惠政策，全面实施县域科技创新

跃升计划，培育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科技人才培

养、集聚和使用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

鼓励县域结合实际，实施就业大学毕

业生租购住房、重点产业技能人才“稳

岗”等优惠政策。

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拓宽

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发展县域经济，

需要充分发挥城镇作为城乡连接点和

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作用。全面放

宽城区落户条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挂钩相关政策。合理确定

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进一

步推进县改区和镇改街，有序拉大城

市框架。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

大力实施“小县大县城”战略，充分发

挥城镇化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专

项资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

城镇化建设，推进县城公共服务、环

境卫生、市政公用等设施提级扩能，

提高综合承载力。

四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弥补县

域经济发展短板。发展县域经济，需要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筑牢县域高

财政党建工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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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

局，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建立以

乡村振兴为目标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平台，进一步优

化任务清单设置，将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审批权限下

放市县。以现代都市型农业为方向，推进粮经饲统筹、

种养加结合、农林牧渔协调，促进农村三次产业深度融

合。逐步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健

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机制。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

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和财政投入力

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五是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质量，优化

营商环境。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规规章

和政策文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县属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和军民融合发展。全面推行“证照分离”“照

后减证”，积极推进“一窗受理”和“一网办理”，不断

整合提升县级政务综合服务能力。严格落实各项税费

减免政策，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制度。完

善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推行“一企一策”差异

化减排管控。落实水资源税差别化税额政策，完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和省内主要河流跨界断面水

质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

六是持续深化财税改革，调动县域发展积极性。财

税制度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保障。及时推进省以下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省以下收入划

分改革，科学确定省与市县税收分享方式和比例。改进

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管理方式，完善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清单，强化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管理，管好

用好财政直达资金。出台新一轮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将发展县域经济聚焦到做强做

优园区和打造特色产业方面。推动条件成熟的开发区

实行“一级财政”管理体制，建立独立核算管理机制。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政策信息中心、河北财政

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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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发挥财政资金

杠杆引导作用，经过海南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全额出

资 100 亿元设立海南省财金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2 月 18 日下午，揭牌暨签约

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  

出席。

海南省财金集团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

金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 PPP 基金等中央金融机构、重要产业资本机构签

署子基金出资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设立4支子基金，

自贸港基金共出资 12.8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共计 71

亿元，杠杆放大 5.55 倍，推动海南省财政金融融合和

金融创新，促进海南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财金集团与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投资基金揭牌暨签约仪式举行

海南省财政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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