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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我国县域产业发展路径： 

浙江范例研究 

龚晓菊 臧杨杨
1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县域兴，乡村兴；产业兴，则县域兴。以浙江省 62个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县域

产业，通过构建县域产业发展指标体系，分层次、分产业测度了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研究发现：（1）县域产业发展

水平整体较稳定；（2）县域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特点；（3）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4）

城市内部县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5）分产业来看，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发展贡献度差异较大；（6）分层

次来看，产业规模、产业效益各自贡献度差异较大。基于以上分析，对县域产业发展提出了六点政策思考，以期为

浙江省从县域产业角度出发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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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市之末，乡村之首。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11次提及“县域”，强调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到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在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更加细化的要求。县域兴，则经济稳。

县域是我国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根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数据，全

国百强县以不到 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 10%的国内生产总值。产业兴，则县域兴。乡村振兴有两大难点：一是怎样

去进行乡村振兴？二是如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

增值收益。发展县域经济，优化、壮大县域产业是关键，县域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在产业，潜力在产

业，突破口也在产业。本文尝试从县域着手，从县域产业切入来探究乡村振兴的两个关键问题。 

1 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中直接研究县域经济、县域产业的文献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二元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关于区域

经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世纪 50到 60年代初期罗斯托[1]的增长阶段论；Lewis[2]在其二元经济理论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并

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

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区域经济理论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平衡发展理论
[3,4]

、增长极理论
[5]
、中心地理论

[6,7]
、“核心—边缘”理

论[8]和梯度推进理论[9]等。 

国内文献中，重点研究县域产业的文献仍然较少，更多的学者围绕县域产业的某一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学者围绕县域产

业集聚进行了重点研究[10,11,12]；较多学者围绕县域产业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3,14]；也有学者对县域主导产业选择、特色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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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某一特定产业选择做了一系列研究[15,16,17]；其他学者试图从县域金融、产城融合和产业政策等角度分析县域产业[18,19,20]。此

外，在研究县域经济的文献中也有部分学者提到县域产业的层面[21,22]。 

自党的十九大以后，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多，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黄祖辉[23]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统领，而在具体的实施中则要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温铁军等[24]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条是产业兴旺，其关键是推动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为数不多的文献将乡村振兴与县域产业进行

结合研究，张军[25]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推动城乡产业融合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保障。 

综合以上文献发现，目前重点研究县域产业的文献为数不多，更是缺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县域产业发展进行的针对性

研究，且已有文献对县域产业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探讨，缺乏实证层面对县域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试图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 62个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县域产业，综合测度县域各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区域之

间、不同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深入探究县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乡村振兴重

要战略机遇，为浙江省壮大县域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思考，同时也为我国其他地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政策思考。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2.1.1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包含层面 

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刻、内涵丰富，既包括单个产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也包括各产业之间的互相协调发展，是综合性、

多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过程。本文选取的指标力求既能体现现阶段县域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又能体现三次产业的发展潜

力。 

2.1.2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1）针对性原则。紧扣“县域产业”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所选指标力求能充分反映县域产业的发展规模，同时也更加关注

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2）因县制宜原则。不同县域的产业发展有不同的区域特点，本文在选取指标时，尽可能选择既能

体现县域产业发展的特色指标，同时也兼顾县域产业发展的共性指标。（3）简明和可获得性原则。本文尽量选取与县域产业紧密

相关的、可获得的和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且选取的指标要简明、可量化，避免定性指标对县域产业评价结果的影响。 

2.1.3本文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借鉴陈学云和程长明[26]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县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同时也确保县域

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 3大一级指标、2大层次、30项具体指标，进一步综合评价浙江省县域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2.1.4评价方法选择 

对于评价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30项指标，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这些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常用方法

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一种基于评价者主观的经验和掌握的信息来赋权的方法，该方法的运用受决策者主

观感受的影响较大。客观赋权法是基于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来确定权重，该法摒弃了人的主观感受，评价

具有较强的数学理论基础。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客观赋权法里的熵权法。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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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始数据整理。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去除、线性替换个别统计错误和缺失数据。 

(2）数据标准化。为了充分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本文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对评价越有利）： 

 

逆向指标（指标值越小对评价越有利）： 

 

式中：aij为第 i个样本中第 j个指标的数值；zij为标准化以后数值；i=1,2,…,m;j=1,2,…,n；同时，为防止求信息熵时出

现 ln0的问题，将 zij进行坐标平移，得到平移后的数据矩阵 ，本文取α=0.00001。 

(3）计算第 j个指标下第 i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 

 

式中：i=1,2,…,m;j=1,2,…,n。 

(4）计算第 j个指标的熵值。 

 

式中：N为正常数，并且 N=1/lnn。 

(5）计算第 j个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6）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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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j表示熵权法确定的第 j个指标的权重。 

(7）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式中：si为第 i个样本综合评价值。 

2.2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浙江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县级单位统计年鉴，部分

数据来源于各县域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测度结果与分析 

3.1测度结果 

基于县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3 个一级指标及 30 个二级指标的数据，利用熵权法对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

62 个县域单位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62 个县域单位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 0.27599，浙江省县域产

业发展总体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且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不一的特点。 

3.2结果分析 

3.2.1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整体较稳定 

整体来看，浙江省 62个县域单位中，县域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稳定，综合发展水平普遍集中在 0.20～0.40之间，共 41个

县域单位，占比达 66.13%（图 1）；而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即发展水平在 0.15～0.20之间的有 16个县域单位，如

龙泉市、龙游县等，占比 25.81%；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即发展水平在 0.40以上的县域单位有 5个，如萧山区、

鄞州区等，占比达 8.06%。浙江省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2015年浙江省发布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县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为浙江省进一步发展县域产业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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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浙江省 62个县域单位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分组 

3.2.2县域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特点 

浙江省 11个地级市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县域产业平均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杭州市（0.32730）、宁

波市（0.39155）、嘉兴市（0.31115）、湖州市（0.28462）、绍兴市（0.32932）和舟山市（0.31913)6个地级市的县域产业平均发

展水平都超过了 0.27599 的全省平均水平，而温州市（0.23332）、金华市（0.25587）、衢州市（0.19548）、台州市（0.27589）

和丽水市（0.17821)5 个地级市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劣势。依托 ArcGIS 平台可以看出，浙江省县域产业发

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特点，6 个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较好的地级市恰是以杭州为界限，东起向上海和杭州湾方向，

而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劣势的 5 个地级市恰为杭州以西的城市（图 2），不同的区位条件、地缘因素使得各城市的县域产

业发展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结果。 

 

图 2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分布格局图 

3.2.3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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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 11个地级市的 62个县域单位中，若以 0.25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为分界点，则不同城市之间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

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以宁波市、嘉兴市和舟山市为代表，三个城市内所有县域单位的产业发展水平均超过了 0.25，

县域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在浙江省内处于较高的地位，且宁波市的鄞州区、慈溪市和余姚市更是呈现出省内较为领先的水平，值得

注意的是，最临近上海市的嘉兴市，其所有县域单位的产业发展水平均超过了 0.25；而县域产业整体处于中间发展阶段的城市

有湖州市、绍兴市，二市的特点是城市内有超过 60%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较好，但是有极个别的县域单位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位

置；最后一类是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落后的城市，有杭州市、温州市、金华市、衢州市、台州市和丽水市，它们的特点是

城市内部有个别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城市内产业发展水平超过 0.25 的县域比重未达 60%，其中杭州市程度较轻，

为 57.14%，而衢州市和丽水市则较为严重，二个城市内所有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均低于 0.25，未来县域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

深入优化、调整。 

3.2.4城市内部县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城市内部县域之间的产业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如杭州市、温州市、湖州市、绍兴市和台州市，这些城市县域产业发

展的特点是“高低差异大”，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其城市县域单位中，萧山区、余杭区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均达到了 0.50以上，

在浙江省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其城市内的临安区、建德市、桐庐县以及淳安县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在 0.20 左右徘徊；

再以温州市为例，其城市内县域单位中瑞安市、乐清市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均在 0.33左右，然而永嘉县、洞头区、文成县、泰

顺县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却均在 0.15附近。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城市内部不同县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 

3.2.5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发展贡献度差异较大 

将不同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分产业细化，可以发现不同城市、不同产业之间贡献度差异较大。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

出，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要驱动的城市有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和绍兴市，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城市内

部县域单位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贡献度均超过 30%，而第三产业贡献度偏低。以杭州市为例，杭州市 7个县域单位中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贡献度超过 30%的县域单位分别为 5 个、6 个，占比分别达到了 71.43%和 85.71%，而第三产业发展贡献度超过

30%的县域单位只有 3个，占比仅为 42.86%。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要驱动的有金华市，金华市 8个县域

单位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贡献度超过 30%的个数均为 5，占比达 62.50%。而也存在一些城市以某一单一产业为主要

驱动，如嘉兴市以第二产业为主要驱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贡献度相对偏低，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和丽水市则以第一产业

为主要驱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贡献度相对偏低。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贡献度相对均衡，

如温州市，其 8个县域单位中，绝大部分县域单位三次产业发展水平相对均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贡献度超过

30%的县域单位个数分别为 5、7、6，占比分别为 62.50%、87.50%和 75.00%。 

3.2.6产业规模、产业效益贡献度差异较大 

在衡量不同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中，本文有意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两大层次：一类用来代表县域产业发展规模的水平；另

一类用来代表县域产业发展效益的水平，通过测度结果分析比较发现，这两大层次指标在衡量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中呈现出了较

大差异。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城市产业发展是由产业规模发展占主导，如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除洞头区、泰顺县）、嘉兴

市、湖州市等，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中产业发展规模贡献度超过了 50%，居于主导地位；而也有极个别城市的

县域是以产业效益发展占主导，如温州市洞头区、泰顺县、金华市金东区、衢州市开化县、龙游县等，这些县域单位呈现的特点

是产业发展效益贡献度超过了 50%。综合来看，浙江省多数城市、多数县域单位的县域产业发展仍然以规模驱动，以产业效益驱

动的县域单位数量仍然较少，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县域产业发展也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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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主要结论 

以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县域产业为研究重点，以浙江省 11个地级市 62个县域单位为例展开，通过构建 3个一级指标、2

个层次、30 项具体指标，综合测度浙江省县域单位的产业发展水平，得出如下结论：①综合看来，浙江省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

平整体上较为统一、稳定；②分区域来看，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区域分布特点；③浙江省城市与城市

之间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④在城市内部，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有的地区甚至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⑤通过将

综合发展指数分产业拆分来看，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贡献度差异较大，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驱动方式呈现出多样性；⑥通

过将综合发展指数分层次拆分来看，以产业规模、产业效益为贡献度的发展指数在县域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绝大部分县

域的产业发展是由产业规模驱动，然而也存在个别城市的县域是以产业效益驱动，未来县域单位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入推进。 

4.2政策建议 

4.2.1抓住乡村振兴机遇，壮大县域产业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统筹县域产业，壮大县域经济，强调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浙江省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说，这既是一次机遇，也是县域产业发展的一

次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浙江省县级

政府应把握机遇积极部署制定和实施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充分落实一号文件中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措施，利用浙江

省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明确县域产业发展目标，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

系，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县域产业发展而言，应充分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层面要求，找准目

标，抓住机遇，用好政策，实现发展。 

4.2.2以主导产业为龙头，延伸产业链 

由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的特点可知，产业发展水平的优劣不是取决于某一产业独自的优良表现，而是取决于县域单位中一、

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如何做到县域产业之间的整体协调发展，最切实可行的一个发展模式是以主导产业为龙头，利用工业园

区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等区域内重大工程、以发展主导产业为首的重大项目，积极吸引外部资金、人才以及企业主体落户园

区，通过实施“一县一产”和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浙江省传统龙头产业较多、分布较为广泛，如化工、医

药、通信设备制造、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以及仓储和邮政业等，近年来，浙江省大力发展高科技前沿产业，先进制造业、数字经

济产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迅猛，这些传统、新兴的优势龙头产业分布于各个县域单位中，应充分把握并加以利用。

同理，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县域产业发展而言，应充分了解县域自身发展的区位特点、区域资源、交通等条件，把握乡村振兴契机，

以县域主导产业为发动机进而驱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县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4.2.3以特色产业为抓手，拓展价值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业领域发展短板，一个重要以及可行的方略是以特色产业为抓手，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拓展

价值链实现增值，如通过培育县域内优势特色产业，挖掘建设特色农业、特色小镇和特色休闲旅游业等，以点及面带动其他产业

的发展。由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看出，浙江省县域单位中存在一、二、三产业均表现较弱的区域，针对此类地区，应充分挖

掘、培育县域内部的特色产业，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突出特色，发展特色。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我国其他地区

县域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业发展为主要带动型的区域，更应充分抓住战略机遇，立足乡村的特色优势资源，优

先构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让农民在产业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实现农村强、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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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县域高质量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备因素。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

引领社会全面创新。以浙江省为例的县域产业发展同样也需要科技创新，县域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除了吸纳传统劳动力、资

金和土地等要素之外，更亟须吸纳科技创新元素，浙江省是创新大省，2018 年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

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让科技创新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新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浙江省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位置优势、数字经济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文化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发展新动能，充

分借鉴和利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科技创新经验成果，继续加快传统产业革新，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当前我国县域单位中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目标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发展已由增产导向转变为提质导向，而相对于城市中心，县域产业发展

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政策和环境等要素相对较为薄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 

4.2.5深化农村金融供给，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9 年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计为 12990个，从业人数为 25.21 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 16.82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0.37%，金融业发展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水平，浙江省县域单位应加以充分利用，加快培育、建立以农村产业融合主体的

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政策层面给予配套支持，如成立专门针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扶持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和引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农村产业融合方向发展。同时，县域单位还应积极探索建立国家支持政策和从业主体经营效益的共享机制，

也可探寻将财政补贴资金量化给农民后以入股方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让农民成为股东，获得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带来的收益。对我国其他地区而言，尤其是金融发展基础较为落后的地区，首先政策方面应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地方政府发行

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用于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其次可以尝试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充分调动民间金融资本和社会

力量的参与。 

4.2.6因县制策、因产施策，助力县域产业提质增效 

由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即使在经济发展较为优良的长三角区域，其省域不同城市之间、同一城市不

同县域单位之间、相同县域单位不同产业之间甚至同一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水平不一、高低不齐的特点，这为政

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即应当充分考虑区域特点以及产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要以县域单位为考量，政策制定者应充分结合不同

城市、不同县域单位的经济基础、资源条件以及文化特点，做到“因县制策、因产施策”，真正实现县域产业的优化升级、提质

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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