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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差距体现

刘满平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竞争力差距究竟在何处？经济界人士的说法不一。笔者认为这个差距不是体现在某一个城市上，像广州、

深圳、东莞等城市经济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其他的城市竞争力差距就比较大，特别是在像中小城市之类的县域经济的发

展上。这一点可以在《财经》杂志推出的２００３年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当中可以反映出来，在１０名以后，长三角的城

市综合竞争力明显要比珠三角的城市强。

如果拓展到广东省全境，像粤北、粤东、粤西等地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广东省的县域经济要比长三角的县域经济发展

落后，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要稍逊一筹。多年来的发展，广东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积聚了

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平衡性问题十分突出

受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看，２００１年珠三角１６个县

（市）的总人口仅占全部县域人口的１９．４% 而其ＧＤＰ却占整个县域的４７．１%，地方财政收入占６５．５%，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占５７．５%。县域人口最多的粤北、粤东和粤西共６０个县（市）ＧＤＰ合计数只是县域总和的５３．９%，地

方财政收入占３４．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４２．５%。而长三角的浙江省３８个县、２４个县级市的２０００年国内

生产总值就达到４３１０亿元，占全省的７１%；财政收入达２８３亿元，占全省的４３%，浙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十多年

全国第一。可以看出，正是这种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而且大大提高了

该省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

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混乱，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近来在长三角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

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而珠三角的城市功能定位不是很明确，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很多是以低成本、科技要求不是很高

的制造业，县域之间经济协作不是很强，导致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这种县域经济的“战国纷争”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

成整体力量，使其整体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发挥受到影响。

２００１年广东县域三次产业结构为２３．６ ４２．４ ３４．０，呈现第一产业比重偏高 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的

格局 第一产业甚至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高８．４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８个百分点。从产业内部结构

看，在第一产业中，县域农业不仅比重大，且保持着多年不变的内部结构，给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造成极大影响。在第

二产业中，工业规模和比重过小。２００１年县域全部工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仅占２８．４%，而规模以下却占６５．９%。

县域工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主体以县属中小企业居多，县域传统工业比重大，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正在困扰着当

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县域经济财力严重不足

２００１年广东省县域人均ＧＤＰ８０９０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５６４０元；人均财政收入２７１．４５元，比全省平

均水平低８５３．６６元；人均储蓄存款５６２０．２２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７１０４．０４元；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2

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４５个，占县（市）总数的５９．２%。这种收入不高的结果导致县域财政，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县域财

政收支缺口逐年扩大。八成以上的县（市）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县级财政资金周转包括工资发放等问题。再加上广东省县

域经济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商业银行实行的集约式管理，收缩了县级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业务，

使原本资金就不足的县域更加饱受更严重的“失血”之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东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

缺乏特色经济，城镇化建设步伐不快

长三角的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发展该地区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得很好，能够发挥各县域的优势和专长。而珠三角县域

产品、产业结构的趋同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传统农业和工业在多数县仍占主导地位。原有的特色正逐渐失去优势，新的特色

产品、优势产业不多，缺乏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和品牌，致使县域特色经济发展比不上长三角。

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对落伍带来了珠三角城镇化建设的问题，长三角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

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

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从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县域城镇化进程也比

较缓慢。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广东县域城镇化率为３９．７%，比全省平均水平低１５．３个百分点。其

中粤北县（市）城镇化率只有２８．４%，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７．８个百分点。另外，广东各地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在７

６个县（市）中，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县域（城镇化率５１．４%） 东翼、西翼和粤北城镇化率则分别为４０．２%、３９．９

%和２８．４%。城市分布的稀疏使这些地区缺乏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缺乏激活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省的发展潜力要想在与长江三角洲对比中占优，县域经济发展处于主导地位。而县域经济的

发展这个问题不仅对广东、而且对长江三角洲、对全国来讲都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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