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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民权县的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 , 只有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 才能使欠发达地区县域经
济获得更快的发展, 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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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权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1 .1 县域经济规模不断壮大 2005 年全县生产总值为53 .9

亿元, 比2000 年增加27 .6 亿元, 年均增长10 .9 % 。2006 年一

季度, 全县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生产总值9 .6 亿元, 同比

增长15 .3 % ; 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4 233 万元, 增长

150 .5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488 元, 增长19 .3 % ; 农

民人均纯收入475 元, 增长23 .1 % 。2005 年全县财政预算收

入5 199 万元, 比2004 年增长15 .4 % , 财政实力逐渐增强。

1 .2 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骨干企业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2005 年二、三产业的比重为60 % , 比2000 年提高9 .5 个百分

点; 全 县工业 增加 值 14 .6 亿元 , 占 GDP 的 比重 提高 到

27 .2 % , 比2000 年提高7 .3 个百分点; 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39 .9 % , 比2000 年提高33 .8 个百分点。2006 年一

季度, 全县工业经济继续攀升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 .1

亿元 , 同比增长 21 .2 % ; 利税总额 1 907 万元, 同 比增长

27 .2 % 。骨干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较强的龙头作用, 已

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1 .3  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  “十五”期间, 民权县加大了县

城建设力度 , 拉大了框架, 完善了基础设施, 强化了管理, 城

镇面貌大为改观 , 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逐步增强。2005

年, 县城建成区面积达14 km2 , 比2000 年增加3 km2 ; 常驻人口

达14 万人 , 比2000 年增加7 万人 ; 城镇化水平达23 % , 比

2000 年提高13 .3 个百分点。

1 .4  经济发展动力增强  由于坚持不懈地抓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 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内资、外资和政策性资金项目源

源不断地在民权落户, 有效地缓解了投资不足的问题。2000

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仅为5 .5 亿元,2005 年达到17 .1 亿

元, 投资规模为2000 年的3 .1 倍, 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

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2  民权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综合经济实力较差, 人均指标低 从 GDP 看, 全省县域

平均 GDP 67 .1 亿元 , 全市平均为60 .8 亿元 , 而民权县为53 .9

亿元, 比全省平均少13 .2 亿元, 比全市平均少6 .9 亿元 ; 全省

县域人均 GDP 9 044 元 , 民权县为6 398 元, 与全省人均差距

较大。从实力排序来看, 在2005 年全省县市综合实力排序

中, 民权县排名第102 位, 列倒数第7。

2 .2  经济结构不合理  2005 年省县域二、三产业在生产总

值中所占比重为76 .5 % , 商丘市县域二、三产业在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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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所占比重为62 .9 % , 民权县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60 % ,

低于全省16 .5 个百分点, 低于全市2 .9 个百分点。第二、三

产业的比重偏低,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中的比重只有

30 % 左右,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则仍达40 % 。

2 .3 农业有规模无优势, 没有形成支柱产业  民权县虽然

农业资源较为丰富, 也形成了几个基地和主导产业, 但粗放

经营, 质量不优。从各乡镇产业情况看, 虽有亮点, 但专业村

很少, 没有形成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 缺乏市场竞争力。

2 .4 工业化程度偏低  首先是大企业、大项目少, 对经济的

支撑作用不明显。目前民权县还没有一家工业企业税收超

过百万元,2005 年全县工业企业税收总额为1 009 .5 万元, 仅

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9 .4 % 。其次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农

产品加工仍以粗加工为主, 精深加工少 , 企业效益欠佳; 缺乏

高新技术企业, 市场竞争力弱; 初级低利润生产加工企业多 ,

高附加值高利税生产加工企业少 , 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低。

2 .5 软环境建设滞后  少数职能部门存在不作为、乱作为

现象, 个别部门工作人员甚至设卡刁难 , 导致招商不力, 即使

招来了, 也存在留不住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机遇意识

和责任意识, 作风不实, 过分强调客观因素, 等、靠、要思想严

重。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创新精神 , 不敢大胆改革, 工作

推进不力, 贻误了发展时机, 拉大了发展差距。

2 .6 县域经济的科技含量不高  近年来, 县域经济虽有较

快发展, 但竞争力不强 , 表现为县域经济的科技含量不高。

民权县虽然培育出了“金锣食品”等知名品牌, 但更多的产品

缺乏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存在生产经营水平不高、效率低

下、产品档次低的问题。县域工业存在着产业链条短、技术

含量低、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差和名牌产品少等问题。

3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3 .1  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继续开展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

门活动, 充分发挥行政服务中心的作用 , 推行一条龙服务, 一

站式办公, 一个窗口办结 ,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切实简政放权, 减少审批事项, 简化办事程序, 下放管理权

限, 赋予乡镇和企业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 , 为当地企业营造一个安全、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

3 .2 发挥优势, 走特色发展之路  民权县的优势产业在于

农副产品加工业、屠宰加工业、铸造制品业、量具生产业、饮

料酒制造业、电力生产、煤炭生产、铝和铝制品等。要立足商

丘丰富的粮油资源和畜牧业、水果业、蔬菜业等优势产业, 进

行精、深加工。大力发展龙头企业 , 以龙头企业发展促进支

柱产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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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77 , EX3 = 0 .011 , 与被解释变量 GDP 呈正相关关系, 可

以促进经济增长; 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的产出弹性

分别为 EX2 = - 0 .008 , EX4 = - 0 .003 , 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

关关系。在这几个变量中公共投资支出的显著性最强 , 其次

是公共消费支出。因为以上的模型是对数形式的, 各个变量

的系数表示的是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弹性, 由此可知, 公

共投资支出每增加1 % ,GDP 可增加0 .077 % ; 公共消费支出

每增加1 % ,GDP 可增加0 .011 % 。

  表1  广西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统计值
显著性

水平

X1 公共投资支出  0 .077 138 0 .001 694 45 .530 280 0 .000 0
X2 公共事业支出 - 0 .008 232 0 .002 418 - 3 .404 584 0 .007 8
X3 公共消费支出 0 .010 994 0 .002 546 4 .318 808 0 .001 9
X4 公共服务支出 - 0 .003 245 0 .001 393 - 2 .329 940 0 .044 8

C 常数项 1 .563 025 0 .006 304 247 .928 100 0 .000 0

 注 : 复相关系数为0 .999 8 , 修正复相关系数为0 .999 7 , 回归标准差为

0 .000 84 , 残差平方和为6 .27E - 06 , 对数似然估计值为 82 .465 0 ,

DW 统计值为1 .856 9 , 被解释变量均值为2 .551 0 , 被解释变量标准

差为0 .048 25 , 赤池统计值为 - 11 .0664 , 许瓦兹统计值为 - 10 .838

2 , F 统计值10 854 .98 , 显著性水平为0 .000 000 。

3  结论与讨论

( 1) 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关系。首先 , 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衡量的是政府在管理

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投入, 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

是为私人部门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 ,

这些公共产品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前提, 它的有效增长是促进

经济增长的有效保证。其次 , 根据凯恩斯理论, 公共投资这

种购买性的财政支出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倍数的促进作

用。但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这种作用, 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对

于私人的支出存在着一定的挤出作用, 从而不存在理论分析

的那种结果。虽然实际上的财政支出并不能取得像凯恩斯

乘数那样的理论上的效用, 但是在现阶段区域政府的财政支

出仍然对 GDP 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

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说仍然较低 , 需要政府

财政支出的地方还有很多; 公用事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

还很大 , 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

足。所以, 政府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还有

一定的投入需要, 而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

模, 优化投资结构。

( 2) 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关系。理论上公共事业支出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水

平, 带来经济的增长。但由于没有考虑滞后期的影响以及广

西教育投入供给正在形成一个以政府投入为主, 多渠道融资

的格局, 即广西教育投入基本是以财政投入为主, 在普及义

务教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在高等教育以及其他有关提

高人力资本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则由于广西政府财

力所限显得力不从心 , 所以广西公共事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呈

负相关关系。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努力增加科学、教育、卫生

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 , 如改善科研体制, 促进科技成果迅

速转化为生产力, 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增加对农村及偏远地

区的教育投入, 完善职业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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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统筹城乡经济 ,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 , 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提升农业的发展

水平; 另一方面要加快小城镇建设 , 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发展 , 其根本点就是要加快农村二、三产

业发展步伐, 高度重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农村小

城镇建设 , 为发展二、三产业提供载体, 促进农村人口、农村

生产要素、外来资金和当地民间资本的聚集 , 吸引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促使农村富余

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最终形成商业贸易、服务业、工业

中心 , 这是壮大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

3 .4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全面落

实土地、市场准入、税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 积极帮助民营

企业解决困扰发展的资金、管理问题 , 为民营经济投融资的

社会化创造条件。要继续搞好银企合作, 优选一批好项目、

诚信企业推荐给金融部门 ,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优势产业发

展,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实践证明 , 非公

有制经济是最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 , 是最有竞争力的市场

主体。因此, 要切实提高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 把调整所

有制经济结构、培育市场主体作为促进民权县域经济发展

最基础的工作来抓。

3 .5  实施“科教兴县”战略 ,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一要大力

引进先进的技术, 特别要以市场为导向, 积极创造条件, 加

快技术向生产力转化。二要大力开发人才资源 , 以提高城

乡居民的素质为目标, 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事业 , 提高劳动者

素质, 不断推进科技进步 , 最终提高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

力。要改善人才环境, 特别要抓好紧缺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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