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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域经济作为构成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包含了三次产业的各个部门，

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各个环节，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体系。

本文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出发，建立经济实力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投

资消费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熵值法定量测度了 2013—2017 年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县域经济的发展

水平，梳理出财政赤字增大趋势、发展动能不足、城乡差距增减窄幅波以及人

力资源流失等影响和制约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所面

临的共性问题及成因，进一步提出振兴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县域经济

发展的主要路径：（1）发展绿色经济，突出县域差异化。（2）培育特色经济，

打造服务业增长极。（3）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路径选择；重点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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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uni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county economy includes all 

sector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volving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i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strength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investment consumption level and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is established.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y 

economy in nine key counties of Jili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and to sort out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fiscal deficit,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kinetic energy, the narrow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loss of human resources. It also affects and 

restricts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main path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xian County 

in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1) Develop a green economy, 

highlighting County differentiation. (2) Cultivate the characteristic econom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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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he growth pol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3)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achiev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Path selectio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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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

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振兴县域经济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

关键所在。县域经济处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

基本单元［1］。县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载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县域也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重大政策应用与

反馈的重要平台。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

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更关乎“三农问题”的切实解决。因此，对于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十分必要。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中央和州的补助，对具

体的经济活动没有直接管理的权限，主要承担和负责公共事务管理。因此，关

于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研究范畴［2］。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

发展结构、产业构成等研究方面。如佩鲁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中提出

了增长极理论，并进一步阐释了增长极发挥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得整个

地区经济的发展得以实现；胡弗在《区域经济导论》中指出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

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和空间距离的不可灭性导致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化和分

工的产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刘易斯在《无限劳动力供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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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3］，明确了传统部门劳动力向现代

部门转移的过程；赫希曼提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4］，认为应把稀缺

的资源有效地投入到某些行业，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进步。

国内学者分别在县域经济理论方法、发展模式、政策响应等方面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如秦兴方等认为县域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增长性、县域内部市

场空间的有限包容性和县域再生产过程的有限市场性［5］；刘国斌等指出县城

作为联结中心城市和农村乡镇的中介，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效应［6］；

马骥等从产业的角度观察,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特色农业型、工业主导型、

服务业主导型和混合产业型四种模式［7］；卢盛峰等认为在政府推动型高速城

市化背景下，需要警惕假性城市化及延缓县域经济发展的双重隐患，过快或干

预过多的城市化模式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8］。本文以吉林省重点生

态功能区九县市为样本单元，通过综合测度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剖析县域经

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以期探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振兴县域经济发展的主

要方向及对策。

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取决于客观、有效、准确地反映县域经济运

行现实状况的指标体系、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构建遵循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出发设立目标层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准则层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经济实力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投资消费水平和居

民生活水平。其中，经济实力水平反映县域整体经济发展程度和城镇化进程，

包括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以及城镇化率；产业结构水平反

映县域产业机构的配置和占比，包括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第二产业占 GDP 比

重，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投资消费水平反映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生活水平反映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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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幸福程度和实际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能力，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则层的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互为支撑，可

以较为完整和有效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
域经济发
展水平

经济实力水平 人均 GDP 元 / 人
人均财政收入 元 / 人
人均财政支出 元 / 人

城镇化率 %
产业结构水平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投资消费水平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 人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元 / 人

居民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1.2  熵值法

信息熵是一定社会系统中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通常表现为信息熵值

越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差异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越低，系统

结构越是不均衡，差异越大，或者变化越快［9］。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对初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设 Xij 为指标 Xj 第 i 个年的实际测量值，maxXij 和 minXij 分别为

Xij 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不同的指标类型采用相应的无量纲方法，Uij 为

Xj 第 i 年无量纲处理后的值，则有： 

Uij=
X  ij-min  X  ij  / max X ij-min X ij
max X ij- X ij /max X ij-min X ij

根据指标的正负取向及对系统发展的利弊选择相应的无量纲处理公式。

（1）计算第 i 年份第 j 项指标值的比重 :Si=
n

∑
j

Sij；

（2）计算指标信息熵：ej=-k
m

∑
i=1

(Yij×1nYij)，令 k=1/lnm , 则 0 ≤ e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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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dj=1-ej；

（4）计算指标权重：wj =dj /
n

∑
j=1

dj；

（5）计算指标评价值：Sij =wj×Xij；

（6）计算第 i 个年份的综合水平得分：Si =
n

∑
j

Sij。

其中 m 为指标评价年数，n 为指标个数。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吉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2018年）［10］，

样本重点选取国家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中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的县市，由于

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等问题，剔除白山市的浑江区和江源区，增加省级层面

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集安市，共九个县（市）域单元。

2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现状

根据以上指标，并通过对 2014—2018 年吉林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以

2013 年为基准年，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个县市五个时间

断面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并据此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代表县域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如表 2 和图 1 所示。

表 2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

Table 2  The Score and Ranking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得分 /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临江市 1.6652 1 1.6573 1 1.6563 1 1.6929 1 1.5976 2
抚松县 1.6589 2 1.6324 2 1.651 2 1.6787 2 1.5968 3
长白县 1.6466 3 1.6006 3 1.5893 3 1.6421 3 1.6485 1
集安市 1.5958 4 1.5424 4 1.4625 5 1.535 5 1.481 5
敦化市 1.5049 5 1.5325 5 1.5454 4 1.5386 4 1.5175 4
靖宇县 1.324 6 1.3316 6 1.3743 6 1.4664 6 1.4461 6
汪清县 1.2791 7 1.298 7 1.2724 7 1.312 7 1.3776 7
和龙市 1.2502 8 1.2541 8 1.255 8 1.2474 9 1.2589 9
安图县 1.2052 9 1.2115 9 1.2064 9 1.2929 8 1.30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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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2013—2017 年，9 个县市中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排名

前三位的是临江市、抚松县和长白县，其中临江市连续四年蝉联榜首，2017 年

长白县实现赶超，领先其他 8 个县市。而汪清县、和龙县、安图县基本徘徊在

后三位，且与排名前三位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图 1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Figure 1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从图 1 可以看出，2013—2017 年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均值分布在

1.44 ～ 1.49 之间，表明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尚有较大

提升空间，呈现不规则的“S 型”走势，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说明重点生态功能

区各县市应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更加注重稳中求进和进中求稳。

3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
成因

3.1  财政赤字增大趋势明显

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财政支出体现着政府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调

控能力。图 2 和图 3 显示，五年来财政赤字呈加剧趋势，尽管财政赤字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然而也必须要面对经济下行、外部压力以及

市场疲软所带来的巨大考验，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赤字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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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反应，影响以后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总值的出现持续走低。

图 2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人均财政收入

Figure 2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图 3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人均财政支出

Figure 3  Per Capita Financial Expenditure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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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人均GDP

Figure 4  Per Capita GDP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3.2  县域经济发展动能不足

人均 GDP 作为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其增长率是衡量县域经济

的发展速度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指标，通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个县市 2013 和

2017 年的人均 GDP 进行统计、计算，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只有抚松县和长白

县实现了增长，其余七个县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增长，究其原因，九县市产

业基础较为薄弱且配置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竞争实力不强，主要依赖

于传统农业产生的经济效益拉动，而农产品产业链条较短、初级农产品缺乏价

格弹性，贡献经济增长幅度和能力有限，而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未形成规

模效应，难以有效刺激和拉升县域经济，加之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而滞后，共

同造成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局面。

3.3  城乡差距增减窄幅波动

经过 5 年的发展，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曲线逐渐收窄，如图 5 所示，说明城乡差距总体呈缩小走势，但个别县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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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增大趋势，尤其和龙市在 2017 年更是出现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这并非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所致，而是和龙市城

镇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低所致，实则加剧了城乡经济的不协调和差

距加大。

 

图 5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Figure 5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Ratio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3.4  人力资源流失和外溢现象明显

根据三次产业发展的规律，人力资源总是由低密度地区向高密度地区进行

转移和集聚，由收入水平低的行业转移并进入收入水平高的行业。由于吉林省

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地区工资收入不高，加之传

统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且生产回报率偏低，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为了提高收入

选择了外出务工，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外溢。    

4  振兴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的路径选择

从区位和发展条件看，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通常处在欠发达地区和生态

涵养区，县域经济发展与中心城市联系很弱，传统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升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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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应借助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契机，不断凝练振兴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着

重发展绿色经济、加速打造现代服务业增长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4.1  发展绿色经济，突出县域差异化发展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比较丰富，工业污染相对较小，

最适宜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农业、生态产业和特色旅游业均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因此，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因地制宜突出差异化发展，

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盘活和利用现有资金和资源，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县域特色经济发展之路。同时，

不能忽视和完全舍弃传统产业的发展，统筹发掘各县市的自我特色和比较优势，

探索多元化发展之路。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在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产业时，需要立足县

（市）情实际，摒弃“小而全”的发展思维和“全面抓、抓全面”的粗放型发

展模式，强调因地因时制宜，围绕种养加工、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领域兴办

一批生态产业和项目。在此基础上，延长生态产业的产业链，拓宽绿色经济的

发展范围，打造品牌绿色农业产品，提升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由地市级政府主导形成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跨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由省级政

府牵头，协调各地市州通过对口援建、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策特区等措施，

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涵养区各县市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4.2  培育特色经济，打造服务业增长极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应打造一个或多

个增长极，通过增长中心向外围辐射和传导，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选

择特定的经济部门或产业领域进行优先培育培养，做大做强“长白山品牌”，

围绕“古渤海文化”创历史文化品牌、扩大“朝鲜族民俗文化”知名度，进而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最终提升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

济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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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全域旅游”的新理念，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落实。深

入挖掘长白山品牌、朝鲜文化、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资源，构建观光、

休闲、养生、美食、度假等复合型旅游胜地。

（2）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通过“互联网 +”推进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和生物医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产业链整合和价值

链提升。发展智慧农业、构建农业电子商务平台。

（3）适当放宽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服务业市场准入要求。通过龙头招

商、第三方招商、融资租赁招商以及创新园区招商等多种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

各类型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和发展服务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

进而促进行上下游产业、产品的配套和延伸。

4.3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配第 - 克拉克定理” 产业结构理论中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

演进的规律现象，通过对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的分析，

可以发现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正处于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上

升的阶段，在此发展阶段中，亟需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来为县域经济发展

提供新动。 

（1）在第一产业方面，继续加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坚持农业向科

学化、集约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适度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对农

产品进行深加工、进行精优食品和都市农业的品牌包装，形成“产加销”一体

化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2）在第二产业方面，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工业发展需要走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由资源导向型向技术导向型转变，大力扶持生物医药等

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推动吉林省重点

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工业的优化升级。

（3）在第三产业方面，虽然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具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自然资源优势，但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服务业固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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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进行全面调整升级，大力发展健康养老、文化创意、民俗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对于繁荣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的贡献指数。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经济实力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投资消费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

层次构建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定量测度了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个县市 2013—2017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结果显示，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

队为临江市、抚松县和长白县，第二梯队为集安市、敦化市和靖宇县，第三梯

队为汪清县、和龙县、安图县。县域经济整体发展和年均分段演化表现为较强

的一致性。财政赤字具有明显增大趋势，发展动能不足，城乡差距缩小增大波

动明显，人力资源流失较为严重是制约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的主要问题。

综合考虑区位条件和发展阶段，提出振兴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

发展的三个主要方向，即发展绿色经济，培育特色经济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路径选择，以期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注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

现县域差异化发展、打造服务业增长极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对于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产业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附加值低的问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速度

不快、发展动能不足。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和挑战，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九县市迫切需要通过抓住“一带一路”建设

和“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发展机遇，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突出绿色养生的

生态优势、发挥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优势，推动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

振兴县域经济发展进入绿色、高效、可持续的快车道。而在振兴县域经济发展

过程中，如何协调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及其动力机制、合作路径，将是今后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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