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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经济 增强湖南县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唐瑾 

摘要：县域经济内生性发展道路就是发展特色经济，即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是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基础，对湖南的县域特色经济的实证分析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文章提出了几点发展特色经济、

增强湖南县域经济内生增长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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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经济当前最需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

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0年会上指出，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生能力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步发展，决定性的

因素是其内生增长能力。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能力来源于将县域经济比较优势转变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县域经济的重要地位 

县域经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是湖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1.从供给的角度看，县域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部，横跨一、二、三产业。县域是工业的资源载

体：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来源于县域。 

2.从供给的角度看，消费是促进经济维持发展的根本动力，县域是拉动消费的广阔市场。县域农村的广大地域和人口，决

定了县域成为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只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市场容量才能进一步扩大，对经

济增长拉动力才能进一步增强。 

发展县域经济，增强县域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对湖南省经济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二、经济内生增长理论概述 

(一)内生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活动实践与理论研究永恒的主题，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理论基本目的。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是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一个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靠外力推动实现

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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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生产性资源的积累、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

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即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

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因技术进步的存在使

要素收益会递增且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

生增长模型。内生因素对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决定作用，这些内生因素包括：(1)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

本积累等)；(2)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的制度环境(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3)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

力、资本等)。 

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干中学与知识的外溢，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

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

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

(learnming-by-doing)。另一方面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在

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

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诺斯，2003)。 

(二)自我(内生)发展能力相关研究 

Toni(2007)认为“自我振兴能力”源于个人层面的学习过程，在企业、组织、机构和区域层面随时间增强。Jeff(2002)将

自我发展能力界定为一种主要依靠创业精神和本地资源的内源性发展形式，并指出社区更适合内源性发展，而且社区社会组织

本身可能成为一种发展资源。罗晓梅(2007)认为专业化分工和工业园建设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路径；张瑞华等

(2008)、邵建平等(2012)则指出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双管齐下”是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向

焕琦、梁双陆(2011)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策略，认为权利提升是关键，具体包括物质资本和劳

动资本权利、人力资本权利、制度变迁权利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合理的交换权利体系，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产

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力是培育内生发展能力的核心。 

三、发展特色经济是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基础 

(一)县域经济本身具有地域特色 

这种特色与其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历史、人文环境和特定资源相关联。由于不同县域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交通条件、

产业结构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人口与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这就为县域经济走因地

制宜的特色经济之路提供了基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交通发达、科技进步和信息成本的降低，县域经济也不仅仅

可以依靠固有的地理、资源、文化等形成特色产业，还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经济。如农业方面，过

去冬天只有南方生产蔬菜，现在北方也可以生产，冬天新鲜蔬菜成为北方很多县的农业支柱产业(如山东的寿光)。工业方面，

一些没有矿产资源的县，也可以发展冶金产业(如永兴的银冶炼业)。发展县域经济，既可以依托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特色

经济，又可以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条件，营造特色，打造发展的新优势。 

(二)发展特色经济是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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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经济是指通过培育和强化区域的经济特色，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经济。创造特色又是后发区域赶超先行区域的一个

重要战略。强调特色、避免趋同性、杜绝简单模仿也是防止资源浪费的有效方法。 

1.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在三个方面产生竞争优势：首先提高该领域企业的生产率；其次是指明

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率；第三是促进新企业建立，从而加强和扩大集群本身。集群有助于实现内部多样化，并通过分工协作、

分包或转包等形式，使知识、信息、技术、价值等在集群内转移和扩散，及时适应多变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企业集群竞争优势

表现在产品质量、特征和新产品的创新上，即通过区域培育由一大批生产相同产品和相关产品的小企业集聚成群体，如专业村、

专业镇等，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在产业集群中通过有效的竞争和协同，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多品种、多档次、多

层次、全方位的中小企业集聚体，产生出极强的竞争力。如永兴全县从事“三废”回收金银冶炼者达 6000多户，从业人员 2 万

余人，年回收黄金 400 万克、白银 2000 余吨、产值 18 亿多元，形成极强的集群竞争力，被世界白银协会和中国有色金属协会

命名为“中国银都”。 

2.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企业协同与区位品牌的形成。协同是指整合资源，通过整合，将分散的资源变成集中的资源，闲置

的或低效的资源变成活性的和高效的资源，外部资源变成内部资源。由于不同县域的产业发展战略都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因

此，产业协同发展必须既要实现本地区产业发展的战略要求，又要实现两地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要求，从而体现出区域性与全

局性相统一。通过内部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协同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在开放、

自主和竞争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形成内生的经济增长机制。即依托特色资源或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依托当地资源

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差异化生产进入市场，形成竞争优势。县域经济由此获得内生增长的起点。 

3.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分工的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提升。由市场主体依托比较优势自主选择形成的生产专业化程

度越高、产业链越长，县域经济分享分工好处的能力就越强。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知识和经验不断积累，生产的中间产品的

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这就是植根于分工经济的人力资本形成与提升并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当分工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县域经济将逐渐产生一定的辐射能力，并开始吸纳外部生产要素，从而

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四、湖南特色经济县与其内生增长能力实证分析 

特色产业就是要以“特”制胜的产业，是一个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积淀、成型的一种或几种特有的资源、文化、技

术、管理、环境、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的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具有核心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产业集群。湖南 GDP 排名靠

前的县(市)大都是靠发展特色产业从而形成内生经济增长能力。 

(一)湖南特色经济县的特色产业分布 

湖南经济发展靠前的县(市)大都依靠发展特色产业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特色产业占 GDP的比重一般在 20%以上，高的达 60%。

许多县的特色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后要进一步发展特色产业，提升特色产业占 GDP的比重，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区) 特色产业 GDP(亿元) 特色产业占 GDP的比重 

长沙县 机械、汽车制造、特色农业 880 41.5% 

浏阳市 鞭炮烟花、生物医药 811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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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 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 732 35.5% 

醴陵县 陶瓷、花炮   60.6% 

资兴市 旅游、特色农业 222 28.7% 

冷水江 锑业 200 16.8% 

汨罗 循环经济 234 22.5% 

永兴县 稀贵金属再生利用 213 30.4% 

攸县 矿产资源 252 21.7% 

桂阳县 烟草   18.5% 

湘潭县 先进装备制造和食品加工业 252 25.3% 

(二)湖南特色经济县发展特色产业措施 

各县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发展其特色经济，在做强县域经济的过程中，特色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县(市) 发展特色产业措施 

长沙县 转方式调结构，实施项目带动，发展县域经济离不开项目支撑，抓项目就是抓调结构、稳增长 

浏阳市 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重点打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造、鞭炮烟花、健康食品、生态旅游、文

化创意七大产业集群 

宁乡县 坚持把新型工业作为发展第一引擎、城镇建设的经济支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以先进装备制造业

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重要补充的“两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醴陵市 用泥巴铸造历史用烟花放飞梦想。从资源整合、技术改造、市场拓展和品牌打造四个方向入手，努力把陶瓷

产业培育成以新型陶瓷材料为为核心的战略性产业，把花炮生产培育成安全、环保、时尚产业 

资兴市 园区大发展、旅游大开发、城市大提质，推进“资源枯竭城市”向“生态旅游城市”转变、“传统优势产业”向

“战略新兴产业”转型 

冷水江市 推进产业规模化，着力打造百亿园区、百亿企业、百亿产业 

汨罗市 着力打造循环经济品牌，“三场”(再生资源市场、再生原料市场、再生产品交易市场)并举促特色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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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永兴县 突出循环经济，走特色发展之路。突出抓好稀贵金属再生利用产业 

攸县 全面提升矿产资源附加值，重点向煤电、煤化工、精密铸造建设特色园区 

桂阳县 园区、烟草基地建设，突出产业链形成. 

湘潭县 支持先进装备制造和食品加工业进军“百亿产业”，协同推进以节能环保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湘

莲、油茶为特色的农业产业和文化旅游 

从以上各县分析可知，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有特色才有潜力，才有竞争力。发展县域经济，就是要立足县域特色，发

挥比较优势，以特见长，以特取胜，努力将本地资源优势转换为市场优势。 

五、发展特色经济、增强湖南县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对策 

(一)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特色产业支撑，县域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需要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特色，就拥有了比较优势，

产业就有了竞争力。 

1.加快发展县域特色工业。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都是特色产业突出、产业集群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说，发展特色产业是

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湖南省各县(市)在发展特色产业方面具备了一定基础，还应当在规模、质量以及品

牌打造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注重发挥低成本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立足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尤其是低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一

般包括三个方面：(1)自然资源优势，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生态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地理区位等；(2)

资本资源优势，包括资本量和民间资本能力；(3)劳动力资源优势，包括人才和人际关系。具体到每个县(市)，发展什么产业，

打造什么特色，要根据本地要素资源的禀赋结构，找准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和市场前景好的产业。对于具备一

定基础的特色产业则应当通过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努力创造发展的新优势。二是要狠抓技术创新。技术创

新是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积极引进和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提

高县域特色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促进产品提档、产业升级。三是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产业的竞争力关键取决于龙

头企业的竞争力。扶持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是扶持特色骨干龙头企业发展。 

2.注重发展特色农业。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成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

关键之点就在于“特”，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特色农业之“魂”是惟我独有。物以稀为贵，对于发展特色农业来

讲，也只有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特”起来。二是特色农业之“根”是天赋，也就是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三是特色

农业之“本”是传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种植、养殖或加工习惯。 

3.依据地域文化特色，发展特色旅游等特色服务产业。充分挖掘地域文化，培育壮大文化龙头企业，推动县域特色文化产

业发展。要整合县域文化旅游资源，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依托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饮

食文化等重点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加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与合理利用，加快将文化资源转变为

文化产业、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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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县域协作机制，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县域经济必然是开放与合作经济。而这种开放与合作最直接的便是面对周边邻近县市的开放与合作。各县市应根据自己的

特色和优势产业，走专业化和集群发展道路。同时，必须在周边邻近县之间建立良好的县域协作机制，优化产业分工合作。在

具体操作上，除了借鉴现有的区域协作模式，如“县长会议制度”、成立协作机构、创建协作论坛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构建

以县际战略产业链为主导的“大分散、小集聚”的多中心网络发展空间格局。 

总之，县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是特色工业，也可以是特色农业或特色服务业，同时要

加强同周边县域的经济协作，避免产业趋同与过度竞争，从而形成全省合理分工又各具特色的内生经济增长发展模式。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情课题《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特色构建与内生发展能力提升研究》2013ZD6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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