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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思维

■ 闫坤　鲍曙光

当前 , 县域经济正面临与以往

迥异的发展环境 , 我们必须打破既

往的路径依赖 , 以适应时代要求的

新思维 , 全面提升县域经济的发展

质量。

当前 ,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

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层次较低、技

术含量和经济竞争力相对不足等问

题。沉淀成本、规模经济和既得利

益的作用 , 使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

强的路径依赖。随着我国经济规模

的扩大和资源要素成本的提高 , 经

济新常态下的县域发展环境 , 正在

倒逼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

振兴县域经济亟须打破路径依赖 ,

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 提升县域

经济发展质量。按照新制度经济学

的观点 , 传统思想的刚性滞阻往往

是一种无效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得以

维持的原因。因而,振兴县域经济 ,

需要强化如下几种新思维。

要有质量思维 , 由速度发展向

质量发展转变。经济新常态下 , 中

国经济增速已经由高速发展转为中

高速发展 , 县域经济增速也显著下

降 , 这就要求县域经济发展要从过

去强调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速转向注

重质量和效益。县域经济要改变过

去更多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

方式 , 注重经济增速、质量和效益

的协调发展 , 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由

投资驱动向投资创新双驱动转变 ,

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社

会、生态和文化的协调统筹发展。

要有市场思维 , 由政府主导向

市场决定转变。在经济新常态下 ,

县域经济发展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

场决定 ,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县域政府要着力培育市场主体 , 发

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优

化市场环境。县域政府要转变政府

职能 , 简政放权 , 通过减少审批和

放松管制激发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

经济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同时 , 县域政府要重点关注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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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的问题 , 树立民本和法

治意识 , 发挥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等职能。

要有全局思维 , 跳出“行政

边界”的框范 , 基于区域发展空

间谋求发展。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

态 ,“互联网 +”时代科技革命与产

业革命交汇 , 内外部风险交织叠加

的态势下 , 县域竞争日趋激烈和深

化 ,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提高需要跳

出县域行政边界 , 打破时空局限 ,

融合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 , 充分整

合与利用区域内资源和市场 , 通过

优势互补、生态共建 , 将县域经济

发展放到全球、全国、全省和全市

形势与发展战略的大局中去衡量和

定位 , 寻找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 ,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

要有特色思维 , 充分发掘利用

县域经济的地方特色。县域经济发

展并不需要“面面俱到”, 而应更

加注重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 形成特

色经济产业集群。纵观经济较为发

达的县域经济 , 都有适合本地发展

的规模化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县域

特色经济、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

一方面要基于县域历史积淀的产业

基础、特殊的人力资本等资源禀赋

条件 , 以自身县域特色和优势为依

托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经济；

另一方面 , 则要以经济区域范畴来

对县域经济进行产业布局 , 通过积

极参与区域内的产业分工 , 形成产

业配套和关联集成效应 , 推动高端

生产要素向县域流动 , 从而带动县

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壮大。

要有风险思维 , 构建全方位的

风险消解机制。当前县域经济面临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 经济

下行压力依旧较大 , 地方政府债务

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城乡发

展不均衡问题突出；改革难度和阻

力在加大 , 政策落地难度也在加大

等。风险的不断增加 , 要求地方发

展必须具有风险思维。要努力构建

县域经济发展和质量提升中的风险

消解机制 , 通过统筹安排 , 逐步化

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结构性的深

层次矛盾 ,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消解风险。

要有服务思维 , 推动县级政府

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县级政府

改革总体应遵循双元复合分权的改

革路径 , 推动建立县域治理权力结

构之间的分权制衡机制。一方面 ,

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 , 创新县域

政府管理 , 还权于企业和社会 , 激

发市场和社会内在活力；另一方面 ,

要推动政府内部分权 , 纵向上可将

一些权力下放给乡镇甚至村 , 横向

上合理推动政府部门横向分权 , 结

合大部制改革等 , 理顺各职能部门

关系 , 促进权力的科学配置和规范

运行。

要有融合思维 , 推进转移产业

与本地经济的融合。一是要合理布

局产业 , 以产业新城或产业园区为

依托 , 根据资源禀赋优势承接大中

城市的人口、产业转移 , 对接大中

城市人口、产业、资本等要素流动 ,

促进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区域经济增长同步。在承接

产业转移时 , 县域经济要注重推进

转移产业与本地经济的融合 , 进一

步激发县域发展活力。二是通过完

善创业服务和扶持政策 , 打造创业

基地或园区,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吸引人才、技术、信息和知识等高

端要素向县域转移 , 推进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和产业融合。

要有绩效思维 , 构建差异化的

县域绩效考核体系。要基于县域总

体发展规划或发展战略 , 坚持分类

指导、差异考核的基本原则 , 科学

划分县域发展类型 , 设置差异化的

绩效指标考核体系。要在指标设定

中体现差异 , 探索针对不同类型县

域发展设定差异化指标体系 , 体现

地方特色和各县域经济科学定位 ,

引导县域经济走特色化和差异化发

展道路 , 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打破

行政区划壁垒 , 形成跨县域的区域

协调和互融互通发展。通过差异化

县域绩效考核体系 , 可以有效避免

县域经济之间的相互攀比和恶性竞

争 , 推动县域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发

挥比较优势 ,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整

体效能。Ｗ （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
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