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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最佳地域单元
 ☉ 魏后凯

从土地面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看，县域均是重要的行

政单元。2019 年，中国所有的县和县级市的面积加起来占全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 90%。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

布的《2019 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显示，中国

县域经济总量达 39.1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41%。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县域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64%。从沿

海经济发达省份的经验看，省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县域经

济，县域经济主要依靠镇域经济，镇域经济相当部分是靠村域

经济拉动。因而，县域经济发展缓慢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

北地区整体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拉大区域发展差距，使共同富裕面临严

峻挑战。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是东北人口外流的根源。2010-

2020 年东北县域人口减少约 700 万，占东北三省人口减少总量

的 63.2%，且农村人口减少的 72.6% 是流向省外地区。东北县

域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包括：对县域发展缺乏战略层面的重视，

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体系严重滞后，缺乏产业支撑、难以

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二是镇域经济转型乏力，制约县域经济

发展。镇域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规模较小、产业集聚水平较低、

资源能耗较高、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

水平较低、融资筹资困难、人才和技术缺乏等突出问题。三是

村庄分化加剧，制约共同富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 2020 年对全国 10 省区 50 个县 156 个乡镇 308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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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 个农户的调查显示，户均收入最高的十个村和最低的十个村的收入倍差为 25

倍；即使以最高的 30 个村和最低的 30 个村比较看，收入倍差也接近 11 倍。从县

域整体看，县域与城市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

立足县域自然条件、经济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差异，综合考虑区域、产业特色、

发展方向、功能定位等，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的核心。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在“一县一业”基础上，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如何构建“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而言：

一是推动县域产业发展走园区化、集群化、生态化的道路。二是结合国家主体功

能区规划，实施差异化的县域发展战略，开展差别化的政策支持和考核评价。三

是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构建生态型的产业体系，同时结合资源补偿、生态

补偿、耕地补偿、区域补偿等政策工具，完善补偿政策体系，实现经济发展、农

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有效平衡。四是通过优化环境、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优惠政策等举措，着力激发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传统的依靠投入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然

不可取，实现创新驱动成为重要趋势。推动县域创新发展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

杂性和综合性的艰巨任务，其实现路径也是多元化的。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赋予建制镇更多权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加快县域制度创新。

城乡融合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县域转型发展

的目标。据我们预测，到 2035 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74.4%，到 2050 年城镇化率将接

近 80%。伴随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城镇规模增长出现了两极化趋势，县域部分

小城镇相对衰落，这与镇域平均规模较小、缺乏产业支撑与就业岗位、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滞后、市管县体制限制、农民进城落户意愿降低等有关。县城是连接

城市与乡村的重要桥梁，是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

地域单元，其基本方向是实现城乡功能布局一体化、要素流动便利化、资源配置

均衡化、产业发展融合化和融合模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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