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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千亿俱乐部”扩围，更多特色产业集群涌现——

小县城里的“大生意”
本报记者 廖睿灵 邱海峰

曹县汉服、许昌假发、寿光蔬菜、晋江泳装……
这些日渐响亮的名片背后，是县域经济持续扩
张、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县域的地位举足轻重：1800
多个县和县级市，经济总量占全国近40%。其中，不少

县近年来阔步迈入“千亿俱乐部”，有的更是“富可敌
省”。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千亿县”增至38个，
经济体量约5.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66%左右。

小县城里的“大生意”正引来越来越多关注，成为
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

♢江苏沭阳 花木产业
全国著名花木之乡，花木产值超百亿元。
♢江苏沭阳 花木产业
全国著名花木之乡，花木产值超百亿元。

▲近年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积极发展绿茶产业，绿茶种植面积
达4万余亩，实现产值10亿余元。图为6月12日，在后村镇独垛子村，村民正
在采茶。 许传宝摄 （人民视觉）

这些县域有啥特色产业？

“千亿县”再增5个

“七八月份月季容易生病，朋友们可
以用15%的生石灰兑水，或者直接用灭
菌液喷洒。”在江苏省沭阳县新河镇的一
处花木养殖基地，主播小田正通过手机
向网友直播介绍如何养护月季。聊起自
己的家乡，小田一脸自豪：“咱沭阳是花
木之乡，这两年，不仅我这生意越做越
火，而且明显感受到整个县的发展也越
来越好了。”

地处江苏徐州、连云港、淮安、宿
迁4市结合部的沭阳，在江苏省内拥有
众多亮眼的光环：江苏省最大的花木基
地、江苏省第一人口大县、苏北地区唯
一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县级城
市。去年，沭阳再添新头衔：苏北地区
第一个“千亿县”。

沭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沭阳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去年
GDP首次迈上千亿级台阶，达到1011.2
亿元，从曾经排名靠后跃居苏北县市第
一。同时，沭阳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纷
纷进入苏北第一方阵，如工业税收和工
业用电量分别位居苏北第一、第二。

沭阳的发展是一个缩影。近年来，
中国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千亿俱乐部”
持续扩容。赛迪顾问发布的“千亿县”分
析报告显示，2020年，沭阳县（江苏）、
迁安市（河北）、靖江市（江苏）、桐乡市

（浙江）、邳州市（江苏）5个县域GDP迈
过千亿元大关。至此，全国“千亿县”增
至38个。

“千亿县”都分布在哪里？实力有
多强？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
承恩向本报记者介绍，38个“千亿县”
分布于全国9省，分别为江苏16个、浙江
9个、福建4个、湖南3个、山东2个、贵
州1个、河北1个、江西1个、陕西1个。
整体来看，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孕育“千
亿县”的沃土，其中长三角区域已成为国
内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头部区。

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包揽了全
国大多数“千亿县”，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镇江、宁波、嘉兴、绍兴、
金华、台州等长三角城市拥有“千亿
县”25个，占全国总数近七成。其中，
江苏的“千亿县”数量占全国四成以上，连续16年蝉联全
国百强县市首位的昆山和紧随其后的江阴，更是以GDP达
4000多亿元的成绩超越宁夏、青海、西藏等省 （区）。从
2018-2020年“千亿县”新增来源看，除了2020年河北新
增1个“千亿县”之外，其他均来自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
其中，江苏2019年、2020年分别新增3个，浙江2019年新
增2个、2020年新增1个。

中西部地区也正奋起直追。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近年来，长株潭都市
圈、厦漳泉都市圈等快速发展，各自培育出 3 个“千亿
县”，成为区域经济强县的集聚区。

第二产业占比大

小小县域，何以创造庞大经济体量？
“产业好，经济才好；经济好，县域才能发展得好。”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向本报记者分析，
发展产业是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途径。中国有千余个县域，
每个地方的现实条件都不尽相同，结合本地情况发挥自身优
势，因地制宜打造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方能做成“大生意”，

取得大发展。
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有着“中国泳装产业名城”的

称号，2020年其GDP达到2616亿元，泳装产业总产值超
340亿元。

“晋江泳装产业是集纱线、面料、染整、服装制造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现有上下游企业共500多家。”晋江
市泳装产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施芳芳向本报记者介绍，近
年来，晋江泳装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其工业总产值
年增速高于全国纺织行业16个百分点以上。尽管受疫情冲
击，去年晋江泳装产业总产值仍达到349.85亿元，实现了
正增长。

山东曹县，因盛产汉服“出圈”，现有汉
服及配套企业 2000 余家，原创汉服加工企业
超600家，原创汉服销售额占全国同类市场1/3，
形成国内最大的演出服产业集群；浙江安吉，

“中国第一竹乡”，全县立竹量、商品竹年产
量、竹业年产值、竹制品年出口额、竹业经济
综合实力5个指标名列中国第一，形成了从竹
根到竹叶的系列全产业链。河南许昌，被誉为

“假发之都”，数据显示，中国发制品年出口总
额约占全球80%，许昌位居该行业5大主产区
之首，占据假发行业的半壁江山……

“纵观目前国内经济较发达县域，打造产业
集群已成为这些县域实现较快发展的共同经验
之一。”马承恩说，从产业结构来看，以迈入
GDP千亿级别的县市为例，目前绝大多数“千
亿县”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其中超20个县市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

在新晋“千亿县”中，沭阳打造了纺织服
装、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迁安市以采
选业、钢铁业、装备制造业为工业基础，是区
域内的重要制造业基地；靖江市培育壮大木材
加工、电机电器及通（专）用设备等产业。专
家认为，县域着力打造制造业产业集群，可以
发挥其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相对
较低的优势，也有助于形成品牌、拓展市场。

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县城怎样将已
有特色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如何把握新机
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马承恩认为，一方面，各地应积极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新技术，做大做强
优势特色县域经济；另一方面，立足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发展形势，培育新
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提升经济发
展动能。“从这几年‘百强县’‘千亿县’的发
展情况来看，不少地方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从曾经大棚管护全靠人工，到如今拿着
手机远程操控，“蔬菜之乡”寿光正在经历
一场种菜模式的大转变。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信俊仁向本
报记者介绍，近年来，寿光加快推动蔬菜产
业转型升级。围绕提升冬暖式大棚种菜效
率，寿光依托数字控温、智能雾化、水肥一
体等物联网管理技术，已建成第 7 代智慧大
棚，菜农只需通过手机就能调节大棚温度、
湿度等参数。针对蔬菜种子“卡脖子”问题，
寿光陆续出台蔬菜种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育
了多家龙头企业，并建成投用国家现代蔬菜
种业创新创业基地研发中心，先后与 10多家
国家级科研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自主研
发的蔬菜新品种达140个，国产蔬菜种子市场
占有率达70%，成为山东省第一批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

如今的寿光，超 17 万个大棚遍布全市，
智能化装备普及率达到80%；年产蔬菜450万
吨，总产值约 110 亿元；年育苗量 17 亿株，
每年有超过900万吨蔬菜在此交易。日前，在
寿光举办的第二十二届菜博会暨 2021 种博会
上，超 40万人次现场参观采购，交易及订单
贸易额达83亿元。

在已有产业基础上，不少县域也进行着新
的探索。著名“花炮之乡”湖南浏阳，在做大
做强烟花爆竹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显示器
件、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贵州仁

怀，以当地白酒产业为根基，结合县域内丰富的红色资源
和酒文化，打造独特文旅路线，去年GDP跃升至1364亿
元，成为贵州省唯一一个“千亿县”。

“目前，在‘百强县’‘千亿县’中，中西部地区县域
占比仍相对较少，但如能在产业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未
来其发展前景值得期待。”马承恩说，以中原城市群为
例，尽管该区域内暂无“千亿县”，但相关地区的区域经
济发展起步早、产业基础较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
推进，涌现出新郑、巩义等经济强县 （市）。“随着郑州
都市圈的建设以及县域经济持续做大做强，未来有可能
培育出更多‘百强县’‘千亿县’。”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
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下简称《分
类》），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合数字经济
产业特征和以提供数字产品 （货物或服务）
为目的的相关行业类别活动进行再分类。

根据 《分类》，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
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
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
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相应地，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
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
类经济活动。

“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
战略，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快速扩
散，加速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入融
合，有力支撑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鲜
祖德介绍。

鲜祖德表示，《分类》从“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确定了数字经济
的基本范围，将其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
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

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大类。其
中，前4大类为数字产业化部分，即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
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
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
各类经济活动，对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26个大类、68个中类、126个小类，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5大类产业数字化部分，是指应用数
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
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
合。该部分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
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
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91个大类、431个
中类、1256个小类，体现了数字技术已经并
将进一步与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深度渗透和
广泛融合。

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
《分类》从产业实践出发，既力求科学又注
重实际，将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状况获得
全面、准确的反映，进一步为相关产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活
跃，正加速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入

融合。特别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融合，
正在带来今后 10 年的重大创新机遇。比
如，在智慧物流的装卸搬运、仓储服务等
环节，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融合正在不断
提升服装、医药、食品等各行业的数字
化、智慧化水平。这些变化，都反映在了

《分类》中。”付英波说。
紫光股份董事长兼新华三集团首席执行

官于英涛认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关键
数字技术创新是牵引，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
业化则是腾飞的双翼。得益于制度优势、文
化传统与市场空间，中国已经诞生出一批数
字化领军企业。接下来，如何针对行业特点
提供定制化可运营的解决方案，将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关键。

“《分类》的出台为我国数字经济核算
提供了统一可比的统计标准、口径和范
围。”鲜祖德说，下一步，国家统计局将定
期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核算工作，为各
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明
确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目标提供数据支
撑。同时，借鉴国内外有关机构在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面的研究经验，探索
开展我国数字经济全产业的核算工作。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发布——

数字经济发展“坐标”更清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发布——

数字经济发展“坐标”更清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科技驱动智慧生产
为顺应数字时代发展，各地加快建设智慧工厂，提高生产自动化、数字化程度。
图为 6月 16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内，

技术人员现场操控智能立体仓库，其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AGV叉车正在运行。
谭云俸摄 （人民视觉）

38个“千亿县”分布在哪儿？

江苏省：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
常熟市、宜兴市、太仓市、如皋市、启
东市、海安市、丹阳市、如东县、泰兴
市、溧阳市、沭阳县、靖江市、邳州市
浙江省：慈溪市、义乌市、诸暨市、乐
清市、余姚市、温岭市、瑞安市、海宁
市、桐乡市
福建省：晋江市、南安市、惠安县、福
清市
湖南省：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
山东省：胶州市、龙口市
贵州省：仁怀市
河北省：迁安市
江西省：南昌县
陕西省：神木市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融合“农业资源+乡村采摘游”，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图为 6 月 16 日，广平县胜营镇蔡庄村果农正把黄桃装车，准备外销。

程学虎摄 （人民视觉）

♢江西南昌县 腌菜产业
借由当地蔬菜种植优势，南昌县大力
发展特色腌菜产业，“秀挹三江萝卜腌
菜”获评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山东胶州 智能家居产业
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余家，实现
工业总产值超百亿元。

♢福建晋江 纺织服装业
纺织服装业规上企业超1000家，其中
有600余家年产值超亿元。

（数据截至2020年底。来源：赛迪研究院赛迪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