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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培育产业集聚与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是促进河南省实现中原崛起的首要任务。河南
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与发达省市比相对落后，政府职能转

变滞后，这些均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通过优化县

域内产业集聚发展的环境、培育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建立县域之间良好的产业衔接机制，能有效地

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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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新区域研究主义的兴
起，产业园区、大都市区、产业集群等成为学者们关

注和研究的焦点。我国区域经济相关研究紧跟世

界研究趋势，逐步从地带经济、经济特区、省际经

济过渡到对城市圈、县域经济、产业集聚的研

究。［１］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

本单元，是典型的行政区域经济。产业集聚是提

升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通过产业集聚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已成为县域经济

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农

业大省和发展中的经济大省，县域经济个体数达

１０８个，已成为河南省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因而将
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到发展产业集聚上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１．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近几年，随着国家实施“中原崛起”战略，地处

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抢抓机遇，勇于开拓创新，总体实

力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在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中一

直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

定着河南省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河南省现有１０８个县（市），包括１０个省直管
县市、１６个县级市、８２个县，县域面积 １５．１１万
ｋｍ２，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０．５％；县域人口８１３８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８２．０％。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河南县
域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都在１８％以上；２０１０年全
省县域生产总值达１６１１２．４８亿元，占全省生产总
值的６９８％，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７０．９％；
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５１９．２９４７亿元；县域经济
总量超过 ２００亿的县有 １７个，超过 ３００亿的有 ７
个；年财政预算收入超过１０亿元的县市达 １４个。
２０１３年第十三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河
南省有４个县（市）榜上有名。从第五届到第十届
的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河

南省一直都是高居榜首（见表１），县域经济始终是
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２．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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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部六省百强县（市）在各省分布情况表
省市区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三届

山西省 ９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５ １５ １３

安徽省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７

江西省 ５ ９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３

河南省 ３９ ４０ ４２ ４１ ４０ ３９ ３６ ２６

湖北省 １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６

湖南省 １９ ２０ ２１ １７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整理。

（１）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根据河

南省１０８个县（市）的资源环境、地理区位、社会经
济发展、生产力布局等多种因素可以将其划分为中

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黄淮４个县域经济区
域，由于受自然条件、政策环境、工业化程度等因素

制约，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公布的“２０１２年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结果”（见表２）显示：综合排名前３０强县（市）
中，中原城市群县域占２２席，豫北地区县域占３席，
豫西豫西南地区县域占３席，黄淮地区县域只占２
席。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中，主要按照 “经

济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与人民生活”、“经济可持

续发展”等评估指标划分而定，具体比重分别是

５０％、３４％ 与１６％，包括２２项详细的评估指标。结
合各县（市）地域分布情况看，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状

况是：以郑州、洛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从西北

向东南呈梯次差异，从而形成“西高东低、北高南

低”的经济格局，山区县经济实力高于平原县，交通

区位较好的县域经济实力较强，中原城市群县域的

经济发展状况最好，其次是豫北、豫西、豫西南县域

的经济，发展最慢的是黄淮地区县域的经济。

（２）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大部分县域以农业生产

为基础，县域工业化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农业收入来

积累资金和拉动需求。河南省 １０８个县（市）中，
８０％以上的县是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县，农业产业化
程度低，农业生产和收入水平较低，对工业化进程拉

动作用甚微。［２］当前河南省正在进行中原经济区建

设，虽然“三化”协调发展是破解的首要难题，但工

业化、城镇化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仍存在第一产业比

重过大的现象，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缺乏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农业大县、工业小县的状况还

未得到根本改观。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县域一、二、三产
业比重分别为１４．２％、５７．７％、２８．１％，第一产业比

重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县（市）有６３个，县域工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有４２
个，而低于５０％的县（市）却有５１个。２０１３年，河南
省城镇化率为４４．３％，较全国平均水平５３．７３％低
９．４３个百分点。由于河南省大多县域长期缺少优
势产业支撑，产业层次偏低，县城建设步伐缓慢，中

小城镇规模小、数量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用不

明显，城镇化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的作用没有

充分体现出来。

表２　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县域经济综合排名前３０强

县（市）名称 全省位次 县（市）名称 全省位次

巩义市 １ 汝州市 １６

偃师市 ２ 沁阳市 １７

新密市 ３ 安阳县 １８

新郑市 ４ 中牟县 １９

荥阳市 ５ 项城市 ２０

禹州市 ６ 唐河县 ２１

灵宝市 ７ 许昌县 ２２

永城市 ８ 临颖县 ２３

长葛市 ９ 武陟县 ２４

登封市 １０ 新野县 ２５

邓州市 １１ 尉氏县 ２６

伊州县 １２ 襄城县 ２７

镇平县 １３ 博爱县 ２８

新安县 １４ 辉县市 ２９

林州市 １５ 固始县 ３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估结果

（河南省统计局）

（３）政府职能转变落后，管理体制不顺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河南省不少县域

还存在单纯追求以 ＧＤＰ增长来衡量政府政绩的发
展模式，政府部门在思想观念上还缺乏经济的、市场

的、信息化的眼光，在管理体制上还习惯于运用行政

手段处理公共事务。近年来，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

进程，河南省县域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夜之间涌现

出来，由于其技术设备、生产工艺落后，根本谈不上

环境保护，从而给县域的生态环境和县域工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若以大量消

耗自然资源、恶化环境为前提，每一个 ＧＤＰ高速增
长背后都有可能付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高昂代

价。先开发后保护、重开发轻建设、只开发不保护等

经济运行模式如果不改变必将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

患。另外，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低，对相当部分落地项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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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没有相应的决策权限，上级主管部门管制较多，县

级政府缺少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严重影响到县级

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创新水平。当前，河南省

已试点省直管县（市），巩义等１０个县（市）由省直
管。直管县（市）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管理权的扩大，

不仅拥有了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同时还得到了一系

列发展扶持政策［３］，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

发展。

　　二、产业集聚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的根本战略

　　１．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产业集聚是生产力实现空间布局优化和各种生

产要素在一定地域的有效集中。加快产业集聚区规

划建设是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有效

载体。［４］建设产业集聚区主要是调整地方产业结

构、加快产业升级与转型，实现经济集约型发展。在

产业集聚区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中，重新调整产

业的组成结构，实现资源使用的最大化，提升环境污

染物的综合治理与回收利用，不断控制企业生产成

本支出，全面提升产业市场综合竞争实力。

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河南省共建有产业集聚区１８０
个，其中有１１４个分布于县域，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
主力军。主营收入超百亿的集聚区就有９０个，约占
河南省工业增加值的一半。２０１２年仅前三季度，产
业集聚区就完成投资达６９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８％，
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１４．４个百分点，占全省投资的
４８．１％；在建项目７５６１个，其中县域产业集聚区完
成投资５１２４亿元，占全省总投资的７４％，同比增长
４０％以上。这表明，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县域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极。

２．产业集聚是推进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
动力

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目标是实

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多种资源

和各类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综合集聚和优化配置。

县域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大量企业在城镇集聚发展，

可以有效带动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

向城镇，这既增强了城镇产业的实力，也加快了县域

的工业化步伐，同时还带动了餐饮、金融、中介、物流

等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此外，还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

位以充分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农村人口向城镇

转移提供必要前提条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的

工业化和城镇化。

预计到２０１７年，河南省城镇化率将达到５２％
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二、三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达到９０％以上，非农
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可达到６０％以上，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达到５０％以上。根据河南省
目前的发展现状，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

镇人口将新增１００万，而每增加１个城镇人口，可
带动１０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因此，仅提高城
镇化率一项就可带来全省 １８００亿元以上的城镇
固定资产投资。

３．产业集聚能有效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培育和壮大产业集聚是提升县域经济综合竞争

力的有效途径。首先，产业集聚能有效调整产业结

构，使区域分工形成竞争优势。产业集聚具有资源

整合、创新、竞合以及产业链条延伸等内动力机制，

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５］如巩义市通过

发展耐火材料产业集聚，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产业
结构已由原来的以耐火材料、水泥、机械粗加工为

主，逐步发展为以煤电铝一体化、轻纺、电缆、冶金等

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钢铁、建

材、电力、石化等高温行业。巩义市现有耐火材料生

产企业４００多家，其产量占全国耐材产量的１５％以
上，２０１１年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４００亿，耐火材料
产业已经成为巩义市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是巩

义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产业集聚可强化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区位

资源优势，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整个产业市场的竞争能力，集

聚企业、通过市场竞争、互补合作增强自身优势，从

而能有效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如长垣县

作为中原经济区之豫鲁合作区的节点城市，其起重

机械制造产业经过２０年的建设发展，从各种零配件
的加工、仿制向超大型、精加工、微电子技术领域进

军，截至２０１０年，其起重机械产业集群已拥有重机
整机生产企业１０５家，零配件生产企业８００多家，产
品涉及１０多个系列、２００多个品种，２６００个服务网
点遍布全国，全行业实现年销售收入２００亿元，形成
产、销、研一体的经营模式，占据全国重机市场份额

的半壁江山。

　　三、基于产业集聚发展县域经济的

对策建议

　　１．优化县域产业集聚发展的环境
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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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４年

制的内在驱动，还需要营造一个优良的外部发展环

境，它可以对产业集聚充分发挥政策、市场、服务等

方面的有利作用，以促进产业集聚健康发展。［６］

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当地政府应结合县域产业

集聚当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成立专项小组，深入了

解企业最新动态，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制定

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的土地、税收、人力资源、专项

补助等政策，使其切实起到引导和保障的积极作用，

以确保产业集聚顺利进行。

二是完善、优化基础配套设施。对产业集聚园

区的基础配套设施给予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加快推

进园区道路硬化、绿化、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完善重点项目的设施建设，为项目建设和企业

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条件。

三是优化融资环境。通过采取构建融资平台、

强化融资服务、鼓励企业上市等手段来破解企业融

资难问题，由政府控股筹集民间资金成立中小企业

担保公司，以降低企业融资风险、满足企业融资

需求。

２．培育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培育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是资源优势向产

业优势转化的有效途径。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

是第一要素，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主线，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

整的战略主攻方向，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县

域特色优势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产业经济的增

长极。要研究市场发展趋势，分析市场发展前景，按

照市场需求，充分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结合本地实际

准确定位，推出“一县一业”的特色优势产业，形成

区别于周边地区产业的主产业，产生对外辐射经济

的作用力，增强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在市场

中占居主导地位，逐渐形成在区域内外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特色产业和战略产品体系。

３．建立县域之间良好的产业衔接机制，促进分
工协作

借助产业集聚，相关产业可通过横向发展，扩展

成为关联度高的企业集群，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并

具有延伸性。［７］针对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

节，要加大改善力度，使县域之间的产业能突破自身

规模以及配套方面的局限性，相互衔接、互为支撑，

极大地提高产业竞争力，更进一步优化县域之间产

业的发展环境。

提升县域之间产业集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协作

能力。专业化分工具体包括产品上下游之间的纵向

分工和相关产业的横向分工，可直接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应根据产业集聚过程中市场的配置需求，在原

材料生产、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建立协作

关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向更专业的方向发

展，形成专业化的生产配套企业；另一方面，能增强

产业集聚核心竞争力和风险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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