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摘要：在我国经济版图上，县域经济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大力推进县域经济
发展，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对于乡村振兴，进一步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推动城
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县域经济  连云港现状  高质量发展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

地），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

完备的区域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上，无论从人口数量、地域规模，还是从城乡协同

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域经济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022年 5月 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国家层面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进

一步提升。本文从连云港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一、连云港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连云港市辖赣榆（县改区）、东海、灌云、灌南四县区（下同），2022年四县区户

籍人口 424.20万人，土地面积 6111.51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市的 79.8%和 80.1%。 

 

（一）经济总量稳定增长，服务业占比提升 

 

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多重超预期的困难挑战，四县区狠抓落实，

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2022年四县区共实现 GDP 2343.82亿元，

是 2015 年的 1.7 倍，服务业发展较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2015 年的 37.6%，优

化为 2022 年的 41.2%。其中，赣榆、东海、灌云、灌南分别实现生产总值 727.43、

684.49、451.48、480.42亿元，分别是 2015年的 1.65、1.74、1.74、1.71倍。 

 
图 1 连云港县域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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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基础稳固，发展亮点纷呈 

 

全市县域以建设新农村为目标，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中心，以农业现代化工

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

了赣榆海产品、东海时令鲜果、灌云豆丹、灌南食用菌等特色鲜明的生态高效农业，

走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发展之路。2022 年四县区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75.30 亿元，是

2015年的 1.56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2015年的 17.4%，优化为 2022年的 16.0%。 

 

 
图 2 连云港县域产业结构 

 

（三）工业发展稳定，消费提档升级 

 

四县区秉持工业立县理念，工业经济平稳发展，2022 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756.05

亿元，是 2015年的 1.52倍。消费市场表现活跃，以电子商务、直播平台为代表的新

消费观念、新业态发展迅速，2022 年四县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2.35 亿元，

是 2015年的 1.43倍。 

 

（四）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2022年四县区全员劳动生产率 129938元/人，是 2015年的 1.87倍；是全市平均

水平的 80.6%，比 2015 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9563 元，是 2015

年的 1.69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由 2.01:1（2015

年）下降到 1.82:1（2022年）。 

 

表 1 主要指标对比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年 2015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622 435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 129938 6936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69563 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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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 1.82:1 2.01:1 

人均住户存款 元 43933 1800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2667 12778 

农村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60.6 48.2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41.26 14.55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2.75 1.85 

 

（五）富民工程成效斐然，住房条件显著改善 

 

随着富民工程的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县

域经济活跃度增强，带动了居民收入的提高。2022年四县区人均住户存款 43933元，

是 2015年的 2.44倍；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81.6%，比 2015年提高 5.5个百分点。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667元，是 2015年的 1.77倍。农村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

60.6平方米，比 2015年多 12.43平方米。 

 

（六）开放意识明显增强，外贸依存度上升 

 

随着外向经济不断发展，县域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持续提升。2022

年四县区进出口总额 41.26亿美元，是 2015年的 2.84倍。外贸依存度 11.8%，比 2015

年提高 5.3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 2.75 亿美元，是 2015 年的 1.48 倍；是全市平

均水平的 35.2%，比 2015年提高 12.1个百分点。 

 

二、连云港县域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连云港市县域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与发展较好的地区

相比，仍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还存在较大难度。 

 

（一）经济发展不充分 

 

2022 年，四县区以全市人口的 79.8%和土地面积的 80.1%，只贡献了全市 58.5%

（2344亿元）的增加值；四县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96万元，县域仅相当于市区（10.7

万元）的 65%、全省（14.44 万元）的 48.2%、全国（8.57 万元）的 81.2%。2022 年

赣榆、东海、灌云、灌南四县区 GDP分别为 727.43、684.49、451.48、480.42亿元，

分别列全省县区（44 个县区，含赣榆、大丰、洪泽、海门，下同）第 26、32、42、

41位；人均 GDP分别为 72667、65655、63025、78835元，分别列全省县区第 40、41、

43、37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184.91、263.15、79.19、95.1亿元，分别列

全省县区第 33、28、44、43 位，全省各县区仅灌云、灌南两县低于 100 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33.49、30.03、23.78、23.61亿元，分别列全省县区第 29、33、

42、43 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2439、32370、27549、28105 元，分别列全

省县区第 32、33、43、4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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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指标名称 赣榆 东海 灌云 灌南 

GDP（亿元） 
总量 727.43 684.49 451.48 480.42 

位次 26 32 42 41 

人均 GDP（元） 
总量 72667 65655 63025 78835 

位次 40 41 43 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总量 184.91 263.15 79.19 95.1 

位次 33 28 44 4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总量 33.49 30.03 23.78 23.61 

位次 29 33 42 4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总量 32439 32370 27549 28105 

位次 32 33 43 44 

 

（二）主导产业发展支撑力不足 

 

工业是全市当前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近年来，四县区虽然持续实施工业立县、工

业强县、工业兴县发展战略，工业经济有所发展，但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未取得

新的突破，县域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支撑作用偏弱。2022年四县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为 915 家，是全市个数的 71.1%，实现产值 1709.70 亿元，仅占

全市产值的 40.2%，企业规模偏小；企业亏损面较大，四县区亏损企业 160 家，占全

部规上工业个数的 17.5%；利润总额 69.59亿元，仅占全市规上工业利润总额的 21.7%。

从产业上看，四县区 GDP中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不升反降，2022年占比为 32.3%，

较 2015 年下降 3.7 个百分点；2022 年四县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50.5%，，较 2015年下降 8.2个百分点，工业主体地位有待提升。 

 

（三）县域产业结构不优 

 

连云港县域产业结构非农化进程明显滞后， 2022 年连云港县域三次产业结构为

16.0：42.8：41.2，劣于全国 7.3：39.9：52.8、全省 4.0：45.5：50.5 的水平。第

一产业占比明显偏高，分别比全国、全省高 8.7 和 12.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偏

低，分别比全国、全省低 11.6 和 9.3 个百分点。比较效益低、增值潜力小的第一产

业比重较高，叠加因工业发展不充分导致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影响了连云港县域经

济整体实力的提升。当前全市产业以化工、钢铁、医药等传统行业为主导，以数字经

济、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县域经济更是如此，由于二、三产业发展较

为落后，新兴产业基础差，不能为新兴产业提供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配套，也无法为新

兴产业科技人员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县域难以吸引新兴产业人才，人才缺乏导致了

科技力量的薄弱，科技创新难，县域陷入新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和人才外流的恶性循

环，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后劲和竞争力。 

— 4 — 



 

 
图 3 三次产业结构对比 

 

（四）城市影响力不强 

 

经济的发展需要集聚效应，县域经济主要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

为腹地，县域经济的特点是地域广、人口散，县域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中心城市辐

射和带动，而连云港过小的城市规模对所辖县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极其有限。2022

年市区（不含赣榆，下同）常住人口 124万人，目前连云港市区人口仅大致相当于徐

州市区的 34.4%、淮安市区（不含洪泽）的 48.4%、盐城市区（不含大丰）的 71.7%、

宿迁市区的 76.1%。2022年连云港县域城镇化率为 53.44%（其中，赣榆、东海、灌云、

灌南城镇化率分别为 58.11%、49.98%、51.25%、54.3%），低于全市 9.64 个百分点。

由于全市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城区小中心城市功能不强，而县域行

政面积和人口规模大，城区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在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上，勉为

其难，负担很重，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 

 

三、连云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县域经济的发展，要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

产业基础、功能定位，坚持特色发展，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以产业为动

力源泉，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路径，以城镇化为载体，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培育为强力

支撑，推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着力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努力提高县域经济的整体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以新型工业化为路径，夯实县域产业基础 

 

县域经济发展重中之重是工业的发展，纵观县域经济发达县市的产业结构，共同

点是县域工业比较发达，工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据的份额比较大。加快县域工业化进程，

是实现县域经济崛起振兴的关键所在，各县在产业规划和项目布局上要充分考虑产业

总体规划，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比较优势，有侧重地引进、建设一批加工

制造业，形成各具特色、产业互补、各展所长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赣榆区要重点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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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港口优势，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改变单纯渔业捕捞和

海水养殖等初级产品，发展海产品深加工业，借助港口运输便利条件，依托现有临港

工业引进上下游企业，改变依靠几家龙头企业谋发展的工业格局，变“几家独大”为

“群雄”战术，打造成苏北、鲁南工业强区；东海县要以打造硅制造业基地为目标，

加快发展壮大硅相关产业群和企业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集聚，聚焦培育打造

硅基新材料产业，努力招引一批硅基新材料龙头型、基地型企业和强链、延链、补链

项目，推动硅基新材料产业链不断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发展成为东陇

海产业带新的经济增长极；灌云县要围绕临港开发定项目，围绕资源优势定项目，充

分发挥燕尾港用地矛盾小、投资成本低、发展空间大等独有优势，加快实施工业发展

东拓战略，主动融入全市“一体两翼”临港开发大局；灌南县充分发挥堆沟港的区位、

排污和交通优势，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将堆沟港建设成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

的石化产业基地。 

 

（二）以城镇化为依托，吸引县域农村劳动力转移 

 

城镇化是加快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县域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重要

标志，也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城镇化进程中，信息、资金、人才、

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集聚，可以有效地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加快县域经济产

业升级，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提供直接、有效的空间。要加快县域经

济发展，必须利用现有基础资源，推动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进程，引导农业转移人口

就近就业，形成以城关镇为龙头、以中心镇为重点的“一心多点”县域经济发展格局，

从而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

增进县域民生福祉。全市要大力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一是加快青口、牛山、伊山、

新安等城关镇的建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使各城关镇成为县域城乡居民“家门口”

的城市，成为聚集资金、人才、劳动力的中心，成为县域经济腾飞的龙头；二是切实

搞好以中心镇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发挥当地的特色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

依托，大力发展城镇二、三产业，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增强城镇经

济实力；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服务设施，增强小城镇功能，吸引资源向小城镇流动，吸

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四是要继续积极推进各类园区建

设，吸引和推动乡镇企业向园区集中，形成集聚效应，壮大园区经济，并以此为依托，

吸纳农村服务业和农民进入，使园区成为新的城镇，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 

 

（三）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招商引资是承接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更是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各县区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县域经济重中之重，强

化要素保障，主动跟进，搞好协作配套，市县联动加大向上汇报争取力度，用好用活

国家、省支持县域经济政策措施，争取更多政策项目支持。认真研究国际国内制造业

走势、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特点和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招商基础和长

三角区域经济协作平台，大力开展产业链式招商，围绕优、强企业引进配套企业，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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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同类中小企业引进龙头企业。各县区要采取“筑巢引凤”和“引凤筑巢”相结合的

方式，利用各自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寻找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

区的互补性商机，参与经济合作分工，扩大招商引资，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的开放格局。招商后服务要实现多部门齐参与制度化、服务效率快捷化、服务方式规

范化，真心招商、热心待商、诚心助商，形成服务合力，努力为客商营造一个投资效

益最好、安全系数最高、投资成本最低、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好的投资环境，

使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四）以有效投入为支撑，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项目是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有效载体，项目建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活全局的重要之举，项目建设的核心是工业，关键是有效投入。在当前县域经济综合

实力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谁能抓住市场容量大、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优、发展前景

好的项目，谁就抓住了发展的主动权。在抓县域项目建设中，应重点抓好生产性项目

和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力强、成长潜力好、就业容纳力强的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

入，发挥重大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切实做到以项目为抓手，增强企业自

我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而提升县域综合实力。各县区要加快年度重点项目

推进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入，对已排定的重大项目进行认真梳理，细化节点、加强

调度，确保项目开工建设任务如期完成。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带动力大、支撑力强、

产业关联度高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落实项目责任制，促进项目按时开工，早日投产

见效。形成规划一批、开发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滚动机制，在加快发展过程

中不断地谋划、启动、建设更多的重大项目，带动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以高质量为目标，推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锚定高质量发展不松劲，吸取发达地区县区经济发展经验，围绕全市整体布局，

推动县域之间协同发展。加快优化资源配置，积极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围绕产业和企

业这两个核心支撑，立足县域一盘棋，充分发挥各板块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生态环

境、文化传统等比较优势，做好前瞻性、系统化谋划布局，积极融入全市城市空间发

展格局。利用县域现有产业基础，推动县区有序发展。支持各县区错位发展新兴产业

专业园区，逐步缩小县域板块之间的差距，促进县域经济融入全市产业集群建设，结

合各县区地域特点，在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快培育集成电路材料装备、

智能制造、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工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现

代服务业。紧抓“四上”企业培育，突出“专精特新”，培育一批品牌标杆企业，拓

宽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助推县域经济特色化、集群化、产业化发展。 

 

（六）以数字经济为契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资源互通、全民共建共享”的数字

经济发展原则，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更为完备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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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数字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县域各类人群运用数字技能的能力，制定提升农村居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行动计划，立足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的数字新技术、新应用培训，让农村

居民在数字生活中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提升农村居民数字化理念、素养和技能。

加强复合型“新农人”培养，夯实数字乡村人才支撑，提升基层政府在数字人才培养

中的创新思维，将培养新型数字农村居民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农村居民生产力和创造

力的数字化转型。各县区要以数字经济引领技术创新，下大力气将数字技术应用到生

产生活的各方面。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加强数字化生产意识，认识数字经济在整个产品

生命周期以及在产业链优化中的重要作用，对数据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和应用，把数字

经济融合到生产与销售的各个方面。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刺激消费升级，培育电子商

务服务平台，实现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强数字技术在研发生产各环节上的应

用与渗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深化与企业、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建设一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完善创新创业服务网络。

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契机加快培育新兴创业机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支

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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