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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

发展，多次出台扶持政策，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时至今日，在云南全省的经济版图中，具有基石作

用的县域经济，已经成为实现云南经济稳增长的强

大动力，但由于发展不平衡、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等

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云南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仍有

待挖掘。

县域经济呈稳步上升态势

“十二五”以来，云南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作

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事关全省发展

全局的重大事项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稳

步上升态势。

云南省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 129个
县（市、区）中，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50亿元的，

由 2011年的 46个增加到了 2015年的 81个，超过

300亿元的由5个增加到了7个，财政总收入超过

5亿元的由 61个增加到了 85个，超过 100亿元的

有 1个。不难看出，这组数据的背后，反映了云

南县域经济竞相发展、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自2004年起，云南多次出台扶持政策，从当

年 47个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的扬帆“试水”，开

启了云南县域经济的谋变之路。今年 8月下旬，

云南省发改委、省政府研究室、省国土资源厅等

多家部门联合组成专题调研组，分赴陆良、开

远、建水、澄江等8个县（市、区），就县域经济

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云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县

域经济发展运行总体平稳，各县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

“以保山隆阳区为例，GDP增长了10.5%，规

模以上固定资产增长了 34.5%，明显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该负责人表示，在调研的其他县中，这

两项指标都有很大幅度的上涨，这表明目前全省

县域经济处在平稳发展阶段。

另外，各县区的特色优势产业也在蓬勃发

展。在云南，因为各县资源禀赋各异，在产业发

展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优势产业，较好地发

挥了在县域经济中的带动作用。

在澄江县，当地就以“生态立县、产业强

县、旅游兴县、创新活县、共享和县”为发展战

略，县域经济的发展始终围绕生态保护来展开。

“澄江将全力抓好抚仙湖保护和生态建设，推进抚

仙湖流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发展物流业和精深

加工业，全面贯彻‘生态+’理念，推进三次产业

融合发展。”澄江县县长范永光表示。

而距离澄江 140公里的曲靖市陆良县，县域

经济的发展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子。当地立足农业

发展优势，积极探索发展种养、加工贸易一体化

经营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带农、工

农融合互补的新局面。记者从当地了解到，今年

1~7月，陆良县工农业总产值已经突破100亿元。

云南其他地方的县域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

保山工业园区建设加快推进、大理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等一系列成绩，都在云南县域经济

发展中起到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七大问题制约县域经济发展

云南县域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

题。在2015年第十五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

竞争力百强县榜单上，江苏26个，山东21个，云

南 0个。排名第一的江阴市 2015年度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2880.9亿元，是云南省GDP总量最大的五

华区（928.9亿元）的3倍。在2016年工信部发布

的“县域经济100强”名单中，安宁市跻身第100
位，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百强县（市）。

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云南省县域经济无论

是在整体规模和水平上，还是在发展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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