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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部崛起”视角看农业县向工业县转型问题—对山西省屯留县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和思考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6月27日  裴 玲 

内容提要:我国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后,中部地区的农业县欲以此为契机加速实现自身的崛

起,向工业县转型就成为它们的一个必然选择。山西省屯留县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农业大县、工业

小县、财政穷县要实现崛起,必须变思路、抓机遇、创环境、调结构。但同时要深入研究国家宏观政

策,正确处理快与稳的关系,这样才能少走或不走弯路。 

关键字:中部崛起;农业县转型;调查;思考 

200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概念,并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优惠政策,为中部

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屯留县位于我国中部山西省长治市,在当地曾是一个典型的“农

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近几年,该县抢抓机遇谋发展,初步实现了由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转

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当前欲借“中部崛起”之东风的同类县域而言,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屯留县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转型 

我们不妨先把几个重要的经济指标比较一下。1997 年该县GDP、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分别是

5. 75亿元、1. 93 亿元、2715 万元。到2004 年,则分别是15. 03 亿元、7. 5 亿元、1. 9 亿元, 

分别增长260 %、388 %、69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1745 元提高到2004 年的3581元,

增长205 %。客观讲,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跨跃,说他们初步实现了由“农业县”向“工业县”转型

并不为过。 

那么,该县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和办法呢? 

1.变思路,思路要有连续性。几十年来,为实现强县富民的目标,屯留历届县委、政府都在苦苦探

索屯留经济发展的途径,曾经大力发展过林果、蚕桑、也有过“华北植桑第一县”的美誉,但都以失

败而告终。总结经验教训,1997 年以来的两届县班子逐步意识到要发展不能就农业抓农业,而要“围

绕农业抓特色、围绕项目抓工业”,“以工促农,兴工强县。”先后邀请国家、省级专家召开了“屯

留县新世纪特色经济发展战略创新行动论证会”,确定了“以改革统揽全局、以项目推动发展”的总

体思路,处处讲项目、人人引项目、个个上项目,重奖引项目,1997 年以来该县共引进项目70 多个。

2004年底该县班子又换了,但是总体思路没有变;2005年财政收入实现2. 7 亿元,经济发展步伐更是

出现加速势头。他们的实践证明,只有变观念、变思路才能找到正确的观念和思路,而正确的东西一

定要坚持,不能因班子的变化而变化。 

2.抓机遇,要敢抢会抢机遇。1997 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相对积极的宏观政策,而长治市工业发



展恰恰又实行“退城入郊”的政策,国家政策的大环境和地方政策的小气候,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提

供了这两个难得的机遇。该县在国家消除通货紧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机遇,先后

争取各类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发展、金融信贷等资金达20 多亿元。同时,在长治市实施“退城入

郊”的机遇,以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当地潞矿、长钢、清华等大型企业到该县投资建厂达20 多个。机

遇对当地的所有县几乎都是平等的,但是屯留县抢在了前面,使屯留经济在短短几年间就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而造就了屯留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应该说,该县领导对国家宏观层面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深刻理解,并将其熟谙地应用于实践

的能力,是他们敢于抢抓机遇的重要前提。 

3.创环境,真正具备比较优势。近年来,该县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开放兴县战略的意见》、

《鼓励投资和引进资金、人才、技术(项目) 的若干规定》,实行“四放”、“三让”、“三先”的

开放发展原则,“四放”即胆子放大、政策放宽、机制放活、步子放快;“三让”即敢于在经济发展

上让名、让利、让位;“三先”即先上车后买票、先挂牌后规范、先放水后养鱼。先后投资7000 余

万元兴建了康庄、渔泽、麟绛等三大工业园区,入驻30 多个企业,实现产值13亿元,利税3. 1 亿元。 

4.调结构,实现产业优化升级。该县原来的工业产业结构,和当地其他县一样,都是以煤、焦、铁

为主,这也是该县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个弊端,屯留县制定了调整工业产业结

构的发展战略。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电石—炭黑—碳纳米管、硅铁—金属镁—铝镁合金—合金—铸压

件、煤—焦—煤气发电、药材种植—医药生产—药业销售、万吨铸件—液压铸件—机械加工—汽车

装配等五大产业链条,特别是形成了以太行制药、三宝药业为核心,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四大集种

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药业基地,为屯留逐步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利用好、环境污染少、经济效

益高的新兴工业大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当地其他县相比,在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该县具备

了更大的优势。 

二、转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原因剖析 

1.迈的步子太大,出现了乱上项目、重复建设。经济落后地区要赶上去,步子不大点、快点肯定

不行,但是心太急了也不行,难免会出些纰漏。是项目就上,饥不择食,问题也就随之而来,结果受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部分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或达不到土地环保要求的企业不得不下马。比如投资

1000 余万元的屯留县渔泽镇的10 个铁厂,由于不符合国家铁厂建设规模和环保要求,被迫关闭,给企

业造成巨大损失。 

2.部分引进的高新企业,由于自身原因未能按事前预期顺利成长。由于一些企业受资金、技术人

才短缺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迟迟不能达效,有些研发能力不足,潜力产品开发不多,市场竞争

力不强,经济效益不高。如以药品、食品加工业和轻工业制造为主的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屯留县康庄高

新工业园区,入园企业投产达效缓慢,至今未形成应有的规模和效益,从而影响全县的产业结构升级。 

3.资金紧张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在上项目的过程中,虽然通过上级拨、财政补、金融贷、民间借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一

部分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是,资金短缺现象始终是存在的。特别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这

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致使部分项目由于资金不到位,出现了难以良性发展的情况。据对该县列入长

治市“新百强企业”的屯留县鸣源奶业、潞安煤化、鑫磊泵业、屯玉种业等10 家企业进行调查,这



些企业资金短缺总量达到2. 5 亿元,这些企业出现生产能力不足,产值、效益下降的现象。解决企业

资金问题,一靠金融,但银行受规模限制,企业受贷款条件限制,大多数企业很难争取到金融的支持。

二靠财政,可是从目前该县的财力看,仅行政事业人员工资、经费就占到80 % ,基本上还属于吃饭财

政,很难有更多的财力来投入。三靠民间,而该县目前城乡储蓄刚上8 亿元,比不上发达地区一个乡,

民间投资的潜力并不大。资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最大难题。 

4.部分企业乱圈地、长期占用耕地。在农业县向工业县转型的过程中,两个与土地有关的主要问

题不能忽视。一是人地矛盾。上项目、建园区都需要占用农村耕地,农民失去土地怎么办? 有的通过

让农民变工人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而有的地方通过一次性补贴,虽然从目前看解

决了人地矛盾问题,但由于并没有使农民得到根本安置,结果出现了农民返贫现象。二是浪费土地资

源问题。政策过于宽松,部分企业征地时,先上马,后办手续,结果由于企业资金不到位等原因,迟迟无

法开工,导致一些被圈耕地长期闲置。 

5.未能很好地发挥工业向农业的辐射作用。 

屯留县中东部地区交通发达,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又与长治市区较近,因此在项目引进时重点放在

了中东部地区,90 %以上的企业在中东部发展,而西部山区由于受环境、交通等方面的制约,很少有企

业落户,西部农民只好依靠土地为生。由此造成了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经济发达

的东部渔泽镇与经济落后的张店镇进行比较,2004 年两乡镇工业增加值之比为1 :0. 2 ;财政收入之

比为1 :0. 4。如何把新兴的工业企业的辐射力扩及偏远乡村,是该县今后应该重点着手解决的问

题。 

三、经验与教训 

1.正确处理快与稳的关系,金融企业是最好的参谋。像屯留这样没有资源优势、经济又长期落后

的地区,人民群众想致富的呼声很高。作为一方“父母官”,各级领导肩上的担子重,心中的压力大,

这是必然的。要改变落后面貌,就要制定赶超战略,步子慢了不行,小了也不行。步子要快、要大,又

受政策、资金及土地、环保等方面因素的制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局把握得再好,局部也可能出问题。能不能把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

呢? 这要看我们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把金融系统看成一个简单的提款机,对金融

企业的唯一要求就是发放贷款。其实不然。金融企业与其他企业是矛盾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共生体,

因此除了放款,他们还应是政府领导进行决策时的最好的参谋。金融部门作为企业,他们要保证资金

的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遵守的原则是“谨慎”二字。 

因此,对项目没有把握是不会轻易放款的,求稳是他们的职业特性。对他们少点行政干预,多征求

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处理快与稳的关系上大有裨益。 

2.对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要深入研究细心领会。借助外力,抢抓国家实施“中部崛起”的机

遇,尽可能多地争取国家、省、市三级的项目投资,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都是正确的。但是,政府

部门的领导,往往容易忽视一点,就是对金融知识和政策的学习研究。在这方面屯留县的地方领导观

念转变是比较到位的,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不是单纯反映金融系统的意愿的,而

是反映国家宏观调控意愿的,同时它又决定信贷资金的投向、投量和结构,又直接对地方经济发展企



业,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要布局合理,兼顾区域内的发展平衡问题。但是,企业在哪里落脚,主要

由企业的意愿决定,并不由政府决定,政府可以做的工作主要是协调,比如在企业招工方面,可以兼顾

一下偏远地区的农民。在财政逐步丰裕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在财政资金分配方面向偏远地区倾斜,

改善交通条件,加快那里的城镇建设,引导群众办一些农产品的初加工、深加工企业,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把农业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带动农民致富。总之,要促进城乡经济、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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