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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东北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孙铭一

一、引言

县 域 经 济 是 区 域 发 展 的 基

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东

部、中部、西部的县域层面表现

得更为明显。尤其在东北地区，

县域经济的低质量发展正在成为

限制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重要因素。根据 2021 年赛迪百

强县榜单，东北地区上榜百强县

的数量仅占 3 席，分别为辽宁省的

瓦房店市、海城市、庄河市，而黑

龙江省和吉林省无一上榜县市。从

数量上看，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

部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

区相比也有差距，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滞后、内部差距大等问题。因此，

探索符合东北地区的具有比较优

势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迫

在眉睫，这对东北经济的全面振

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具有重

摘  要 ：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

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综合竞争力不足，县域之间及内部差距大、发展不平衡，县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

层次低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建议，东北地区县市应以“新发

展理念”为指导，探索一条符合本地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综合竞争力，

不同县域之间联动发展、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极，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优化产业

布局，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发展县域服务业，强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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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北地区县域经济

发展的概况

东 北 三省共 包 括 34 个 地 级

市，177 个县级行政单元，行政总

面积为 78.71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

国土面积的 8.2%。从发展状况来

看，三省县域经济呈现良好增长态

势。以黑龙江省为例，2020 年全

国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

响巨大，在此复杂的环境下，黑龙

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仍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充分显示了经济韧性和活

力。2020 年，黑龙江省县域地区

生产总值为 6075.8 亿元，同比增

长 2.9%，高于全省 1.9 个百分点 ；

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43.9 亿

元，同比增长 5.2% ；县域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高

于全省 1.6 个百分点。衡量县域经

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地

区生产总值，根据下表所示 2016-

2020 年部分县级市地区生产总值

呈现稳中有升态势，2018 年地区

生产总值呈现断崖式下滑，主要原

因在于国家调整了国内生产总值核

算方式，大部分县级市地区生产总

值开始“挤水分”。

三、东北地区县域经济

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不足

2021 年 8 月由赛迪顾问县域

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 中国县域

经济百强研究》发布，从数量分布

上看，东部地区占 65 席，中部地

区占 22 席，西部地区占 10 席，东

三省上榜县市仅占 3 席，且全部位

于辽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没有县

市进入榜单。总体上看，东北地区

处于劣势地位，县域经济发展整

体水平较低，与同属于东部的其他

省份相比，在县域经济发展成效

注 ：本文东北地区特指东三省，即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表  2016-2020 年东三省部分县级市
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双城市

555.5

574.2

529.9

236.0

239.8

嫩江市

194.1

195.3

209.4

224.3

249.0

榆树市

407.8

433.3

456.3

221.6

223.0

乾安县

211.0

194.5

157.6

66.5

68.06

瓦房店市

910.0

858.7

874.0

764.6

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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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以上榜的辽

宁省瓦房店市为例，2019 年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7%，第一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第二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第三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在产业

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

慢。对比量级相似的山东省招远

市，在经济总量上，2019 年招远

全市 GDP 同比增长 7.4%。特别是

在第三产业方面，招远市 2019 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 338.27 亿元，同

比增长 11.2%。因此，无论是在总

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东北地区

的县域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中下游

县级市都存在明显差距，这充分

反映了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综合竞争

力不足的问题。

（二）县域区际间、内部间发

展水平不平衡

东北三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及其不平衡，呈现明显的梯度特

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县市

大部分位于辽宁省，特别是经济

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大连，而从

辽宁省自南向北到黑龙江省县域经

济的发展水平递减。省际之间的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三省内

部之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

很大。以黑龙江省的双城市和孙

吴县为例，2019 年双城市地区生

产总值为约 236 亿元，而孙吴县

地区生产总值约为 21.9 亿元，前

者是后者的 11 倍多。为了更准确

地分析东北三省区域县级差异以

及总体差异，采用泰尔指数计算

不同县域对区域总体贡献程度，

以 GDP 为权重进行计算。如图所

示，为东北地区各县域经济差异

的变化。通过各省市县域经济的

泰尔指数发现，黑龙省的县域经

济差异最大，主要原因在于黑龙

江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的地

形条件，这使得大部分发达县域集

聚在哈尔滨等经济较发达城市周

边，而远离都市圈的县级市受中心

城市辐射作用弱，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区域间经济差距则进一步拉

大。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县域经济

差距较小且总体稳定，辽宁省县域

经济差异略高于吉林省，因为辽宁

省发达县市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大

连以及省会城市沈阳，依靠海洋经

济取得较快发展，而内陆县市则发

展速度较为缓慢，但总体上呈现

一致性。两省县域经济差异近几

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东北地区

区域极化、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

的存在。从整体上看，基于东三省

的泰尔指数发现，县域经济之间

的差异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这说

明三省之间的县域经济水平开始收

敛，特别是十三五以来，随着新一

轮的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各省

越来越重视县域经济对整个东北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三）县域内产业结构分布不

合理、层次低

产业结构分布状况反映了一

个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

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

力会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当

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劳动

力会流入第三产业，最终形成“第

三产业为主导，一、二产业协调

发展的产业格局”。而东北地区多

数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分布呈现“第

二产业占主导，一产占基础，三产

落后”的局面。以黑龙江省的逊

克县为例，2019 年三次产业占比

为 47.9 ：22.2 ：29.9， 第一产业 增

加值 18.3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8.47 亿 元， 第三产业增 加值 11.4

亿元，其中作为黑龙江省的粮食大

县，第一产业对 GDP 贡献最大，

但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产业结构分

布不合理。按照相关研究，在东

北地区经济增速下滑的几年里，东

北三省的三次产业里，第三产业虽

然占比低但是超前发展，产业结构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级化，但产业

结构的合理化过程还任重道远，

图    2012-2019 年东北地区县域经济泰尔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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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产业之间的协调性、合理性

有待增强。此外，东北三省县域

第一产业发展多以传统作业方式

为主，农产品附加值低，与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互动联系不足。

四、东北地区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对策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题。在

县域层面，县域济高质量发展要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同时，在东北经济欠发达的县域

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比较

优势，将新发展理 念与“五大安

全”战略相结合，构建一条具有东

北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

路，从而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和全

方位振兴。

（一）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综

合竞争力

东北地区资源丰富，森林资

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储量

排在全国前列。因此，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依托本地优势生产要素，形成具

有特色的产品和产业体系，增强县

域经济综合竞争力。黑龙江省绥

芬河市，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

对俄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依托东

北亚腹地中心的优势区位，大力发

展对外贸易。吉林省是农业大省、

粮食大省、全国粮食的核心产区，

42 个县份有 32 个是产粮大县，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对于粮食大县，一方

面要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

务，另一方面要重视科技投入，全

面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业

“发展极”形成，建设农业园区，

实现产业集聚，用地集约。做大

做强粮食深加工产业，增加农产

品附加值，推动第一产业与二、三

产业的联动发展。

（二）县域间联动发展，打造

县域增长极

协调发展是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东北地区

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县域之间、县

域内部发展差距大、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省

际层面上要更加重视都市圈、城

市群建设，高质量建设哈长城市

群、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哈尔滨都市

圈、长春都市圈、沈阳都市圈，形

成几个经济增长极，发挥中心城市

对周边县域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

动作用。同时推进东北地区区域

一体化建设，三省之间突破行政

区划边界限制，各地区之间的县

域经济取长补短，在竞争中良性发

展，在集聚中实现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另一方面，各县市要主动

作为，积极融入都市圈建设，着力

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

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强化县域间

的产业联动，做大城镇经济，推动

城镇经济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增

长极，使县域经济朝创新型、集约

型、高质量方向迈进。

（三）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县

域服务业经济

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的比重不断提高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历史趋势和必然要求，现代服

务业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稳定

器，是县域产业经济积聚的重要

支撑平台。研究发现，东北地区

大部分县市产业结构失衡，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占比大，而第三产业

占比较小且增速缓慢。这种有限的

服务业规模严重制约了东北地区县

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未来东北

地区的县市应该抓住机遇，推动消

费结构优化升级，使服务业向高

层次拓展。此外，东北地区要推

动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兴产业

建设，利用当地冰雪资源等，大力

发展旅游业，带动全地域的服务

业发展。同时人才是服务业发展

的核心，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

引优秀的现代服务业管理人才和

技术人才向县域流动，从而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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