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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刘亚卓  刘铠锋 

【摘 要】文章认为分工水平的提升是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转型的关键在于利用分工促进机制。

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推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社会知识水平与降低协调成本，

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使得浙江经济从之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县域经济向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城市经济过渡。最后，

文章得出“县域经济转型依靠内在的产业转型与外在的都市圈经济辐射”的启示。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

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

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 年，浙江人均 GDP 为 72 967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1 878 美元)，跨越 10 000 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

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

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

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

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
①
，11

个设区市 GDP达 16 479.67亿元，占全省的 47.74%，人口仅占 31.77%，而 58个县(市)
②
GDP达 18 038.49亿元，占全省的 52.26%，

人口却占了 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 58个县(市)。而且 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

分别占全省的 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

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 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 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

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

                                                           

作者简介：刘亚卓(1975-)，女，辽宁凌源人，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讲师，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刘铠锋(1987-)，男，浙江诸暨人，硕士，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绍兴市中心支行，研究方向：城市经济 



 

 2 

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 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 6

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 5 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

成、平阳和苍南 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 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

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外围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
③
、“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

产性服务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 22

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 10 000 美元(见表 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

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 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

重从 43.5%持续增长至 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

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

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

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

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

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 

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

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

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性服务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

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

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 

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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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
④
，更不是县域经济的

“消灭”。 

(二)动力机制 

分工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

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

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

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

转型。 

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and Murphy，1992)
[1]
，杨格(Young，1928)

[2]
与

杨小凯(1998)
[3]
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

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

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

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

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

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4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

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

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

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

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

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 

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

20世纪 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

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

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

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

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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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

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城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

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
[4]
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

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and Murphy，1992)
[5]
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

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

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

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

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 

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

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

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

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 世纪 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

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

“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

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

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 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

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

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

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

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

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

构成。 

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

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

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

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性

服务业；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

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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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

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

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

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 

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

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

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

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

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

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

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

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

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

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注释： 

①2013年，绍兴市“撤县设区”。绍兴县与上虞市被撤，成为绍兴市的区。为排除“撤县设区”这一行政手段对县域经济与城市

经济生产总值的影响，故采用 2012年数据。 

②截止 2012年，浙江共有 58个县(市)和 11个设区市。包括富阳市、临安市、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余姚市、慈溪市、奉

化市、象山县、宁海县、瑞安市、乐清市、洞头县、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平湖市、海宁市、桐乡市、

嘉善县、海盐县、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绍兴县、新昌县、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

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岱山县、嵊泗县、温岭市、临海市、玉环县、三门县、天台县、

仙居县、龙泉市、青田县、云和县、庆元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景宁自治县等 58个县(市)和杭州市区、宁波市区、温

州市区、嘉兴市区、湖州市区、绍兴市区、金华市区、衢州市区、舟山市区、台州市区、丽水市区等 11个设区市。 

③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之一，“四换”指腾龙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和电商换市；“三名”是指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④部分地区“撤县(市)设区”仅仅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只是城市经济的量变，并非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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