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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发展研究1

陈正源

（贵州省委讲师团，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省际边沿县域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中心城市和政治文化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条件对省

际边沿县域的影响较为突出。除了个别处于对外交通桥头堡区位或拥有特殊资源的县域之外，省际边沿县域的发展

总体上落后于中心地县域。从许多内陆省份的情况来看，这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现象。贵州省际边沿县

域数量多、面积大、范围广，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版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屏障地位，发展中需要因势利导、分类实

施、扬长避短，促进共同发展。在界定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范围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归纳演绎等论

证方法，概括总结了该地域的基本现状和发展特征，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提出了推进该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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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研究的意义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内陆山地省份，周边与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五个省级行政区域接壤。贵州省际边沿县

域①经济带不仅土地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群众居住分散，而且普遍发展迟缓。没有省际边沿县域的发展就没有全省的发展，

没有省际边沿县域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省际边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应成为贵州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投入

更多的精力予以关注，需要提供更大的支持推动发展，需要倾注更多的心血进行指导，也需要从理论上提出更多的分析研究，

以便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更好的决策参考依据。

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研究属于县域经济研究的范畴
[1]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和政府

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时期都推出了相应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无论是地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

总量还是发展前景方面，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都是贵州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屏障。近年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

贵州提出了黔中经济圈发展战略，通过建设黔中经济圈打造新的增长级，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2]。如果把黔中经济圈视作贵州

腹地内核引擎，那么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就是外围环形保障，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贵州在大力建设黔中经济圈的同时，高度

重视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的基础性作用，竭力同步推进补齐短板，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发展条件的

县域都向同步小康看齐，确保全省范围以县为单位共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共同创建多彩贵州新未来，两者是缺

一不可的。

贵州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对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省委政研室

在 2015年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把贵州县域经济划分为四个方阵的设想，颇具指导意义。各地对县域经济发展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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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较好的政策，有力促进了我省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把我省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类经济现

象来考察和研究，该文仅是尝试的开端，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商榷和厘清。

二、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的基本情况

（一）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的范围

根据目前行政区划，贵州全省范围有六盘水市的盘县②、水城，毕节市的威宁、赫章、七星关、金沙，遵义市的赤水、习水、

仁怀、桐梓、正安、道真、务川，铜仁市的沿河、印江、松桃、碧江、万山、玉屏，黔东南州的镇远、三穗、天柱、锦屏、黎

平、从江，黔南州的荔波、独山、平塘、罗甸，黔西南州的望谟、册亨、安龙、兴义，共 33个县域属于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

带范围。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总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49.2%。威宁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县，黎平次之，盘县第三，在全国省

级行政区（不含自治区）各县中，三县地域面积皆跻身前 100位；玉屏是全省面积最小的县，在全国 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居

倒数 71 位，威宁县面积是玉屏县的 12 倍还要多，三穗、碧江、万山也是面积小县。人口数量上，33 个省际边沿县域户籍人口

常年占到全省户籍人口的 45%左右③2，年末常住人口占全省年末常住人口的 40%左右。威宁、七星关、盘县是常住人口超过百万

的人口大县，三县户籍人口在全国县域经济体中处于前 100位；荔波、玉屏、万山是人口仅 10万有余的人口小县，具体情况见

表 1。

表 1 2015年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范围以及国土和人口情况

市州

区域

县级

区域

国土面

积（km
2
）

常住人

口（万人）

市州

区域

县级

区域

国土面

积（km
2
）

常住人

口（万人）

六盘水

盘县 4056 104.6

铜仁

沿河 2469 45.08

水城 3589 74.26 印江 1969 28.48

威宁 6290 127.7 松桃 3400 48.98

毕节

赫章 3250 65.62 碧江 1012 31.58

七星关 3408 114.9 万山 842 11.51

金沙 2524 56.65 玉屏 517 12.03

仁怀 1790 55.47 镇远 1878 20.39

习水 3036 51.96 三穗 1036 15.52

赤水 1883 24.21

黔东南

天柱 2201 26.07

遵义

桐梓 3194 52.54 锦屏 1597 15.37

正安 2595 38.57 黎平 4439 38.91

道真 2158 24.59 从江 3245 29.06

务川 2778 32.09 望谟 3006 24.48

荔波 2432 12.72

黔西南

册亨 2597 19.16

黔南

独山 2442 26.95 安龙 2238 36.04

平塘 2825 23.94 兴义 2915 79.36

罗甸 3013 25.77

                                                       
2①本文所指贵州省际边沿县域，是指贵州省与周边省级行政区域所属的县级行政区域接壤的县域。

②2017年 4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盘县设立盘州市，以原盘县行政区域为盘州市行政区域。

③说明：本文 2015 年及以前年份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2016）及其测算，2016 年的数据来源于《2016 年度全省县

域经济运行情况监测分析报告》（贵康办字[2017]6号），文中不再逐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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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小康实现程度

根据贵州全面小康评价标准体系，在重点考察人均 GDP、城乡居民收入、环境质量指数三项核心指标，以及贫困发生率指

数、生态环境变化指数、县级环保能力建设三项前置指标的基础上，通过申报和问卷调查等程序，全省 33 个省际边沿县域中，

2015年第一批全面小康达标县 5个（七星关、仁怀、碧江、玉屏、兴义），占同期全省 21个同步小康达标县的 23.8%；2016年

第二批同步小康达标县 4 个（盘县、赤水、金沙、万山），占同期全省 7 个达标县 57.1%。2016 年末，省际边沿县域全面小康

达标县总数 9个，已经占了同期全省达标县的 32.14%。全省 33 个省际边沿县域中，还有 24个县没有实现同步小康达标。贵州

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多数县份山高坡陡，历史上长期交通条件落后，贫困人口众多，33个县域中就有 25个属于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占比高达 75.76%。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不仅国土面积占了全省的一半，扶贫开发重点县也占了全省 50个扶贫开发重点

县的一半。

（三）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在四方阵中的分布

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化分类指导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全省县域经济分为城区方阵、县域第一方阵、县域第二

方阵、县域第三方阵四个板块[3]。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 4 个城区方阵县（七星关、碧江、万山、兴义）在全省 18 个城区方阵中

占 22.2%，8个县域第一方阵县（仁怀、习水、赤水、桐梓、金沙、玉屏、盘县、水城）在全省 22个县域第一方阵中占 36.36%，

10个县域第二方阵县（正安、道真、松桃、安龙、三穗、天柱、黎平、从江、独山、镇远）在全省 26个县域第二方阵中占 38.46%，

11个县域第三方阵县（务川、威宁、赫章、荔波、沿河、印江、锦屏、罗甸、望谟、册亨、平塘）在全省 22个县域第三方阵中

占 50%。33个省际边沿县域在四个方阵中的分布呈逐级递增趋势。

（四）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与黔中经济圈

黔中经济圈涵盖了贵州全境 33 个县级区划，而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正好也是 33 个县域。两者在地理分布上共同包含

了黔北沿边中心点位置的经济发达板块仁怀、七星关和金沙三个县域。黔中经济圈正好处于全省腹地中心板块区域，省际边沿

县域经济带正好处于全省周边位置，两者共同交汇于黔北沿边中心点位置，形成内部包含并相切关系的两个椭圆。除“一圈一

带”之外的 25个县级区域正好处于两者的夹层过渡位置，贵州全境正好形成“内核一过渡一边沿”三个梯次的发展状态和区域

构成。黔中经济圈常住人口约占全省 45%左右，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户籍人口也略占全省的 45%左右；黔中经济圈区域总面积

5.3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30.55%，大幅低于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 49.2%的占比；2015年末，黔中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

略为 7100亿元，略占全省的 67%，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略为 4000亿元，略占全省的 38%。国土面积占比与经济总量占比形成巨

大反差，彰显“一圈一带”两个板块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和较大的区域性贫富差距。2015 年末，黔中经济圈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 55%，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38.5%，同期全省为 42.01%，两个板块人口的城乡构成反差也较为明显。

三、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的主要发展特征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极为鲜明

一是经济大县与小县并存。既有仁怀、盘县这样经济总量超过 500亿元（2016年末数据），进入中国百强的经济总量大县，

也有锦屏、三穗这样经济总量才 40个亿左右的经济小县（2016年数据）；既有仁怀、玉屏、兴义、盘县、赤水这样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均量大县（在全省位居前列），也有沿河、正安、望谟、册亨、务川这样的均量小县（在全省处于垫底水平）。

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快与慢并存。既有仁怀、玉屏、碧江、盘县这样工业化构成接近或超过 90%的发展较好县，也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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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册亨、望谟、道真、正安这样工业化构成还在 60%左右（甚至低于 60%）的发展滞后、发展困难县；作为县域方阵，有玉屏、

独山这样城镇化率接近 50%的区域，也有册亨、赫章这样城镇化率不到 30%的区域。

三是森林覆盖率高低并存。既有赤水、黎平、锦屏这样森林覆盖率超过 70%的县（赤水超过 80%位居全国前列），森林植被

保护完好；也有威宁、道真、仁怀这样森林覆盖率低于 45%的山地县域，生态修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结合我国森林法规以及相

关研究，山地县域森林覆盖率要在 60%左右才符合要求。

由于资源禀赋、土地规模、产业支撑、比较优势等发展条件的不同，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不同县域发展程度不同，发展相

对较好的县域和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域之间发展的落差巨大，两极分化明显。一头代表全省最好水平，一头代表全省最差水平；

一头是全省工业县典型代表，一头是全省生态县集中反映；一头已跻身全国先进序列，一头依然处于发展滞后的垫底位置。

（二）总体上属于工业县与生态县两大类型

一是工业县类型。省际边沿县域中属于城区方阵的兴义、七星关、碧江和万山服务业比较集中，三产高于二产，且非农产

业占了绝大比重；属于县域第一方阵的仁怀、赤水、玉屏、盘县、金沙工业基础较好，二产高于三产，同样非农产业占了绝大

比重。9个县域整体人口稠密度大，整体城镇化率超出同期全省 42.01%的水平近 4.5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也要高出全省水平 4

个多百分点（但整体低于非小康达标县 3.7 个百分点）。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人均量大幅高于全省总体水平，基本情况见表 2。9

个县域经济体皆已实现全面小康达标，其工业基础在全省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是我省工业发展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我省重

要的对外交通枢纽和对外流通桥头堡、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轻工业基地、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整体发展势头良好，工业化程

度高，可以划分为工业县。

表 2 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 9个小康达标县基本情况

名称
国土面积

（km2）

年末人口

（万人）

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二产增加值

（亿元）

三产增加值

（亿元）

城镇化率

（％）

盘县 4056 104.6 474.24 289 139.56 45

赤水 1883 24.21 84.11 36.65 32.19 46

仁怀 1790 55.47 505.72 352.2 127.24 45.8

七星关 3408 114.9 290.56 99.63 130.57 47

金沙 2524 56.65 205.55 110.3 66.05 44.37

万山 842 11.51 38.16 15.86 12.98 45.3

碧江 1012 31.58 128.63 49.5 67.94 43

玉屏 517 12.03 62.62 34.62 21.27 48.8

兴义 2915 79.36 318.6 115.4 168.48 53.2

总计 18947 490.31 2108.19 1103.6 766.28 46.5

名称
森林覆盖率

（%）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一般性财

政收入

（亿元）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亿元）

旅游收入

（亿元）

盘县 50.46 24543 8474 47.512 246.7 32.91

赤水 80.55 26100 10094 5.654 36.53 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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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 45.2 28681 10240 28.313 504.9 77.65

七星关 50.42 26681 7821 22.87 104.6 64.29

金沙 54.13 26778 8647 15.11 85.12 47.4

万山 56.8 25404 7719 2.0042 14.54 4.62

碧江 57 26631 10365 11.335 30.3 80

玉屏 47 25550 9498 3.9085 41.7 23.98

兴义 45 27245 9964 34.98 121.9 168.4

总计 54.06 26404 9202 273.7017 1186.29 581.26

资料说明：该表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旅游收入（亿

元）四项指标为 2016 年末数据，国土面积来源于国土部门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 2016 年《贵州统计年鉴》和各相关县域政府

工作报告。

二是生态县类型。省际边沿县域 24个非小康达标县占全省总面积的 38.4%，基本情况见表 3。2016年末城镇化率为 40.1%，

低于同期全省 4.1 个百分点，人口稠密度相对较小，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2015 年数据显示，省际边沿县

域经济带 24个非小康达标县人口占全省 25.17%，生产总值占全省 18.9%，财政收入占全省 8.1%，一产结构高达 27.4%，除人均

粮食产量之外，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低于 9个小康达标县，也大幅低于全省整体水平。2016年末，省际边沿县域 24个非小康达标

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 544.67 亿元，仅占同期全省水平的 14%；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 9.4 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 4.1个百分点，与上述 9个小康达标县差距更大。但是该 24个县人均粮食产量高于全省，为全省粮食

生产、粮食安全做出了较大贡献；2016年末，该 24个县森林覆盖率已达 57.7%，比同期全省高出 7.7个百分点，生态基础普遍

相对较好。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 24个非小康达标县地理区位绝大多数处于贵州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重点水源保护区，承担着保

护水系源头、建立生态屏障的核心功能，一并列入生态县。

表 3 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 24个非小康达标县域基本情况

名称
国土面积

（km2）

年末人口

（万人）

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一产增加值

（亿元）

城镇化率

（%）

森林覆盖率

（%）

水城 3589 74.26 206.29 32.86 33.2 50.1

桐梓 3194 52.54 125.16 29.73 43.85 50

正安 2595 38.57 71.09 24.34 45.5 58.1

道真 2158 24.59 48.33 18.44 40 43

务川 2778 32.09 51.55 19.63 40.9 54.5

习水 3063 51.96 127.95 27.59 40.37 56

威宁 6290 127.7 189.37 67.41 40 43.3

赫章 3250 65.62 112.06 39.55 26.6 54.23

印江 1969 28.48 74.22 24.12 43 60.23

沿河 2469 45.08 84.56 26.6 41.5 55.65

松桃 3400 48.98 103.45 27.67 40 58.4

望谟 3006 24.48 46.55 19.86 35 67.14

册亨 2597 19.16 36.81 14.87 29.6 64.68

安龙 2238 36.04 88.19 24.67 43 50.2

三穗 1036 15.52 35.33 7.2 41.43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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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 1878 20.39 60.91 10.83 43.65 57.8

天柱 2201 26.07 67.37 14.44 42 59.85

锦屏 1597 15.37 34.76 7.16 38.8 71.9

黎平 4439 38.91 67.27 15.99 38 71.7

从江 3245 29.06 48.25 14.42 38 68

荔波 2432 12.72 45.3 8.76 47 65

独山 2442 26.95 62.06 14.4 48 56

平塘 2825 23.94 47.55 14.42 45 58

罗甸 3013 25.77 57.01 13.15 40 52.6

汇总 67704 904.3 1891.39 518.11 40.1 57.7

名称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一般性财

政收入

（亿元）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亿元）

人均粮食

产量

（kg）

旅游收入

（亿元）

水城 23473 7686 20.696 145.1 277 17.11

桐梓 24393 9805 5.0965 29.9 344 49.34

正安 24235 8293 4.4032 11.49 484 7.83

道真 24245 8291 3.8 6.97 474 8.25

务川 24328 8257 4.1858 5.74 416 10.72

习水 24926 8577 7.607 62.6 383 28.28

威宁 24109 7643 8.8929 27.48 374 64.76

赫章 24103 7269 3.0559 14.56 340 40.66

印江 23860 7319 2.6907 8.01 332 38.19

沿河 23592 7274 3.9089 12.17 307 32

松桃 23835 7288 5.9318 31.79 356 37.37

望谟 23767 6542 2.8262 5.15 241 4.27

册亨 24158 6712 2.6962 4.83 220 7.8

安龙 24352 7424 7.0408 25.58 450 5.76

三穗 25155 7723 3.2369 8.33 271 7.68

镇远 24948 7658 6.7109 32.32 478 59.16

天柱 24733 7765 5.3893 21.06 322 8.82

锦屏 24623 7080 1.8893 17.84 270 16.7

黎平 24966 7213 4.766 12.6 277 24.63

从江 24981 7622 4.002 5.79 338 13.39

荔波 25479 8452 3.1 13.55 304 77.93

独山 25284 8653 4 25.22 341 47.03

平塘 24437 8206 3.411 5.58 348 67.81

罗甸 24604 7771.8 2.8314 11.01 327 7.3

汇总 24441 7810.3 122.17 544_67 344.5 682.79

资料说明：该表中年末人口（万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一产增加值（亿元）、人均粮食产量（千克）四项来自于

2016年《贵州统计年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其余指标为 2016年末数据，来源于各相关县域 2017年初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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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赤水和盘县具有相对特殊性。在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 33个县域中，赤水与盘县的相对特殊性较为突出。赤水森林覆盖

率超过 80%居全国前列，居全省第一；人均粮食产量高于 600千克，超过全省总体水平 80%，仅次于全省农业大县余庆县，居全

省第二；旅游收入在县域三个方阵中居第一位，人均旅游收入在全省居第二位仅次于我省旅游招牌县荔波。赤水的工业不及县

域方阵的仁怀、盘县、玉屏、金沙和城区方阵的万山，服务业不及城区方阵的碧江、兴义和七星关，但是赤水有完整的森林植

被，有自然山水相衬相益的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有较好的山地特色农业基础。赤水跻身贵州全面小康达标县，主要得益于生态

优势及其衍生产业。依托于生态产业的工业基础以及较为成功的旅游业，决定了赤水工业化的特殊性。赤水属于工业县，更属

于生态县，具体就是“以生态为引领”的工业县。盘县是贵州省内县域财政第一大县，经济总量大，工业基础也很好，一产在

总产值中的比值低于 10%，工业构成高，又是百万人口大县。但是该县在 2015 年末还有 15 万多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超过

14%；贫困人口总数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接近 2.9倍）。该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与非

小康达标县差距并不大，甚至有的非小康达标县城乡居民收入反而高过了盘县。盘县地域面积广阔，是省内国土超过 4000平方

公里的第三面积大县（仅次于威宁和黎平），其核心产业资源煤炭的开采历史悠久，煤炭工业“后遗症”不可忽视。盘县又处

于南、北盘江“两江”之间的重要分水岭地带，在区位上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自身生态修复和生态优化发展的任

务也较为繁重。因此，把盘县定位为“生态县”更符合发展的实际，具体就是以“工业为引领”的生态县。

（三）省际边沿县域工业县发展条件较为优越

从地理连接上看，除赤水市以外的省际边沿县域八个工业县正好连为三片，仁怀、金沙、七星关连为一片（以下称第一片），

玉屏、碧江、万山连为一片（以下称第二片），兴义、盘县连为一片（以下称第三片），三片发展的条件都比较优越。一是交

通便捷优势。第一片以赤水河水系为连接，属“黔北蜀南”接壤地带，地处贵州与四川两省的交通前沿，自古就是“川盐人黔”

的必经之道；省内又有贵遵高速、贵毕高速直通直连。第二片地域上都属于武夷山麓铜仁市的主城区，素有“黔东门户”之称，

历史以来就是贵州进入中部地区湖南怀化、长沙的桥头堡，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铁路干线途经这里，沪昆高铁使该地域各种经

济要素的流动性更加活跃；第三片以南盘江水系为连接，素有“滇黔锁钥”之称，是连接云南昆明的交通要冲，既有传统铁路、

又有高铁和高速公路，是滇黔两省大通道的必经之地和战略要地。二是相对区划优势。三片都与城区方阵连为一体。第一片仁

怀金沙七星关，是一个城区方阵搭上两个县域第一方阵；第二片玉屏碧江万山，是两个城区方阵搭上一个县域第一方阵；第三

片兴义盘县，是一个城区方阵搭上一个县域第一方阵。三片都有行政区划优势，都有中心城市辐射优势，都有发展基础优势。

三是资源富集优势。第一片属于川滇黔三省地理倾斜交汇的凹陷地，相当于云贵高原坡脚、四川盆地正南面蜀道的一个“避风

港”，是一个地质资源的“聚宝湾”，仁怀有酒业、煤炭等矿藏资源以及金融和商贸等方面优势，金沙有煤炭等矿藏资源、食

品加工和酒业等轻工业以及电力物流等方面优势，七星关有烟草生产、煤炭等矿藏资源以及加工制造业和物流等方面优势。第

二片为黔东门户的一片开阔地，是武夷山麓南北走向的一块难得的宝地，山水秀丽、地势平缓、土质肥沃，拥有湘黔两省交流、

交汇最好最早的场所条件，碧江、万山、玉屏作为一个整体，有自然环境优势、农业优势、矿产优势、物流与商贸优势。第三

片是贵州西面煤炭地质走向的主要地段，是西南煤海煤炭资源的最集中地。兴义不仅有煤炭等矿藏，还有被誉为“西南奇景”

的世界丘陵地貌的典型代表“万峰林”景观，地质资源、农业基础条件优越；盘县地域广阔，不仅煤炭储量贵州最大，而且自

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

（四）省际边沿县域生态县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2015年，按照“工业与生态”“两分法”划分的前述 24个生态县以及“以工业为引领”的生态县盘县年末常住人口合计约

1017.1 万人，占同期全省年末常住人口的 28.82%。同期全省 493 万农村贫困人口，上述 25 个生态县占了 189 万，占同期全省

农村贫困人口 38.34%，贫困发生率为 18.58%，比同期全省贫困发生率 14%高出 4.58 个百分点。上述 25个生态县以外的全省其

他 53个县域贫困发生率为 8.6%，生态县贫困发生率比之高出近 10个百分点。25个生态县贫困程度是其他 53个县域的两倍多。

上述 25个生态县皆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整体呈现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数量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一

个涵盖 25 个县的经济区域，贫困发生率超过 18%，这在全国都是罕见[4]。综观省际边沿县域生态县的发展条件，可以看出造成

贫困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发展区位不利，长期处于交通滞后的不利节点，对外交流、信息不畅；二是自然禀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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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农耕条件较为恶劣，又逃不出必须依托传统农业的宿命；三是现代工业发展滞后，农民难以“跃农门”进入非农领域就业

谋生，也没有门路踏入城镇化的轨道，始终就在“农村的圈地和农业的领地里”巡回循环；四是禁牧、禁伐等维护生态的举措，

没有配套的补偿机制让当地群众从中获得利益养分。虽然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省际边沿县域工业县比较而言，以

上几点对于面上的致贫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五）省际边沿县域非小康达标县整体收入非常困难

2015年，省际边沿县域 24个非小康达标县常住人口约为 910万人，占全省 25.8%。地区生产总值 1891.38亿元，同期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为 10502.56亿元，占比仅为 18%，人口与产值占比偏离度高达 43.65%。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略为 486.5亿元，同

期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为 3542.03 亿元，占比仅为 13.7%，与总产值占比的偏离度为 3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 118.37

亿元，同期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503.38 亿元，占比仅为 7.87%，远低于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总产值与财政收入比偏差

12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値略为 22300元，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80元，低于全省水平 10个点左

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值略为 7100 元，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7387 元，低于全省水平 5 个点左右。区域发展没有经济

效益良好的产业支撑，没有上规模、上档次，能够体现比较优势的企业惠及；政府没有新的税源，财政税收难以向上突破，财

政盘子难以做大做强，财政调控能力受到制约；农民没有可以持续增长的收入来源，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陷阱。收

入困难不仅造成贫困人口众多、投资力度不够，而且也增大了地方财政运转的难度。

四、加快贵州省际边沿县域经济带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同步发展

要结合各地实际，突出各自优势，扬长避短，精准施策，分类推进，促进全省范围同步发展。一是支持工业县创新发展走

在前列[5] 。以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大数据试验区、打造西部新的经济增长极、创建开放交流平台为引领，突出科技创

新、产品升级，突出人文理念、价值回归。支持工业县加强园区建设、加强试验改革、加强技术创新，支持工业县发展高端产

业、总部经济、新兴服务业，提高开放水平。继续保持省际边沿工业县发展的强劲势头。加强三片工业县域内部之间的联通合

作，可以考虑仁怀、金沙、七星关连为一片或同城发展，玉屏、万山、碧江连为一片或同城发展，盘县、兴义连为一片或同城

发展，三片正好在三角形的三个点上，成为贵州版图的“三桩支撑”，打造贵州周边县域“金三角”。二是支持生态县绿色崛

起同步小康。生态县目前工业化程度不高，贫困面广人多，工业基础薄弱，但是具备天然的生态优势，要以建设生态文明试验

区、精准扶贫示范区、构建重要生态屏障为引领，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支持绿色发展、绿色崛起，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要依托

当地传统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农业，把山地农业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并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支撑；大力发展

特色药材等大健康产业，把优势传统产业做大做强。要把生态产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通过人力介入推动森林植被优化，加

快石漠化治理和生态优化修复，建设高森林覆盖率区域（整体不得低于 75%），确保山清水秀、碧水蓝天，通过政策构建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当地群众充分享受到生态发展的实际利益。三是精准确立赤水和盘州的发展定位。应从生态角度深化

赤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调整优化生态构成的基础上让人民享受更多实惠；继续探索赤水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的有效途径，充

分挖掘赤水长期积累的生态治理价值，形成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赤水经验”。结合盘州的发展实际，应把盘州纳入生态县予

以保护。盘州工业以煤炭开采为基础，煤炭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自从三线建设以来已经大规模开采五十余年了，煤炭资源的开

采有的地方已经进入倒计时。地下资源的开采必然会衍生相应的地质灾害，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要有提前

二十年的忧患意识，从生态功能上加强对盘州地表生态的保护，确保贵州工业大县、工业重镇盘州的长久发展，避免历史上“万

山汞矿”枯竭之后万山没落的史剧重演。

（二）把省际边沿县域作为贵州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

一是调整中心地理视角。区域发展一直受到中心地理论的影响，要改变传统的中心地思维，“边沿对外就是前沿、边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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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就是枢纽”。从长期历史坐标来看，只要能发展起来，谁都是中心地，谁都是增长极。二是消除区域行政壁垒。省际边沿县

域客观上存在区划隶属关系的行政壁垒，同饮一江水分属不同阵营。由于区划隶属不同，发展中毗邻的两县两乡两村或两寨出

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也不为罕见。要加大周边联谊合作力度，打破行政隶属壁垒，以经济、文化、地域为纽带，联动合作、共

商发展。要创造条件，促成边沿接壤地区两省、两县共建边沿地域，建立跨行政区域开发区、旅游区、产业园区、农业示范区

等。三是加大开放力度。结合贵州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以建成省际边沿县域投资贸易便利化试验区为目的，针对省际边沿

县域出台更加灵活的政策，只要人才资金项目能进来，只要遵循市场规律，只要符合公平原则，只要不污染环境，要什么土地

政策、要什么税收政策都可以给你。四是夯实发展基础。省际边沿县域一般存在大山阻隔、隔河相望的天然屏障，给人以藏在

深闺的感觉。要大力改造升级影响发展的硬件设施，大力夯实交流和交通的基础，进一步加大对外对内交通建设，彻底疏通“断

头路”“井底村”。

（三）盘活资源存量搭建开放平台跻身有利节点

一是要像经营企业一样盘活县域经济资源。一般认为省际边沿县域、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型企业的穷县穷乡没有什么发展资

源，这是停留在过去思维的判断。占全省比重接近五成的土地，超过四成的户籍人口，大片大片的森林绿地，立体多样的生物

品类，不同河流的出水源头，一山一水、一土一石、一树一鸟、一花一草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源。要用懂经济学的人治理县域，

在县域治理中强化经济发展元素。要立足资源实际搭建开放式扶贫试验区舞台，使外生要素融入内生资源助推内生发展。二是

为优势资源确定有利的定价机制。省际边沿县域有很多优势资源、甚至稀缺资源，在煤炭、电力、水土保持、稀缺生物、空气

质量、碳汇排放等方面要力争合理有利的定价机制，在市场行为中导向有利节点。三是打造生态旅游品牌。生态旅游已经是人

类活动的方向性选择，势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贵州不乏“蝴蝶泉”、贵州遍地“九寨沟”，省际边沿生态县要围绕旅游产

业做文章，要增强自然环境的美誉度和观赏度，通过升级交通条件，打破发展瓶颈，塑造旅游品牌，大力开辟旅游发展新境界[6]。

四是运用文化载体加大外宣引资力度。要加强省际边沿县域软环境建设，强化民族文化传承和品牌建设，挖掘和发扬民族文化

精髓；要提高环境整洁意识，自觉树立开放意识，增强对外宣传的实际效果，增强招商引资、引凤筑巢的吸引能力。

（四）依托资源优势提高工业化实现程度

一是消除发展工业就要破坏自然的旧思维[7]。把工业化实现程度与生态发展、生态文明试验区品牌建设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

既要按照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要求，加快沉淀和累积生态发展成果，又要继续坚持主基调主战略思想，在生态发展中加快工

业化进程。二是围绕生态立省战略探索工业化实现途径。切实加强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促进生态优化，提升生态价值，培育优

美自然山水和超高森林覆盖率，形成真正的天然氧吧。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范例，认真总结我省赤水、荔波、黎平、

从江等地生态保护、生态治理的历史经验，充分挖掘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效路径，结合实际完善、复制和推广。强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执政理念，在绿水青山中探寻后发展地区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在绿水青山中充分寻找工业发展的

第一资源，在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围绕生态资源发展现代产业，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让人民真正享受到生

态文明建设的物质成果[8]。三是围绕生态资源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省际边沿生态县要围绕生态资源，将原材料深加工、延长产业

链，提高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使人民在生态资源成长中获益、在生态资源深加工中增收、在延长生态资源产业链中致富。四

是围绕生态资源招商引资。要在省际边沿县域实施更加灵活的招商引资政策，使投资贸易便利化试验区真正名副其实，围绕生

态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促进发展的资金、人才、技术、项目吸引进来。同时防止为引资而引资，防止不能发挥本地资源

优势的短视项目落地[9]。

（五）把生态文明成果与经济收益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继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前述 24 个生态县以及盘州整体森林覆盖率应该以 75%为饱和目标，在发展提升过程中充分考

虑生态资源结构调整，适当提高野生药材、原产地瓜果、珍稀动植物的成分，使生态资源形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优化构成。

二是完整落实生态补偿机制。要按照国家提出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建立和细化水源优质度、空气清洁度、气候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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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排放量、低污染低排放方面的技术指标，建立高度工业化、碳排放较高的省区购买相应指标的机制；要加大生态补偿转移

支付力度，探索建立周边高度工业化省区对贵州省际边沿生态成绩突出县域的扶贫帮扶机制；要培育生态维护就业岗位，高度

重视森林管护的重要性，以发展林业为主的地区，争取每户都有护林员，护林员成为稳定的工作岗位；要提高退耕还林的补偿

标准，保障农民不因退耕少粮造成损失。三是山地农业自然嵌入生态建设
[10]

。要结合当地生态生物资源实际，挖掘和培育自然

生长、传统生长的原产地生物资源优势，把山地特色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农业发展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农业发展具有既保障群众的经济来源又促进生态发展双重效应。四是农业劳动力进入生态

保护序列。把生态移民、扶贫移民与生态建设统筹起来。要防止把农民彻底搬出深山区直接进入城镇的浮躁思想和做法，要高

度重视把传统农业劳动力转化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者的战略意义。要注入人力导向，如通过人力干预实现密疏稀植，从而加

快生态优化进程。

（六）适度推进体制创新释放社会发展动力

一是综合发展社会事业。要以扶贫开发试验区为引领，大力推动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创建长久的精准脱贫机制，真正探索

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开发试验区经验。现在完全有条件全面落实贫困不可逆转人员及家庭的社会兜底政策，不拖延不

懈怠，保障人人平等的生活尊严。要强化教育医疗等资源的供给，增强省际边沿县域社会事业发展整体水平，平衡经济资源及

要素的流动性，为省际边沿县域发展提供良好条件[11]。二是正视天花板瓶颈问题。县级以下工作人员陷于事业通道的天花板瓶

颈，如果尽快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像当年的“撤并建”一样立说立行，建立像重庆、海南甚至贵阳市主城区一样的行政层级，

那么就能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县乡机构就会成为工作人员的事业平台。三是根据事业发展合理配置员额。省际边

沿县域长期发展迟缓，早期人员编制比中心县域普遍偏少，已经不适应当下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应比照早期中心地域合

理核定省际边沿县域的干部人事编制，保障事业发展的人才需要。还要加大省际边沿县域的人才引进力度，真正落实人才人事

政策，形成引得进入才、留得住人才的机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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