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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广东省山区县近15 年来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 , 分析广东省山区经济概况和总体特征 , 指出山区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四大动力 ,
并提出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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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 in mountainous coun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ri ng recent fifteen years ,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coun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analyzed .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mountainous counties were facing four
driving forces of the economy transformation .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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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 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我国是典型的

山地国家, 山区约占国土面积的69 % [ 1] 。在广东省67 个县

( 市) 中, 有51 个属于山区县, 占76 % 之多 , 主要分布在广东

省北部( 74 .5 %) 、东翼( 13 .7 %) 、西翼( 0 .06 %) , 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从化市、惠东县也属于山区县。截至2007 年末, 广东

省山区县的人口达3 232 .97 万, 占全省总人口39 .6 % , 土地

面积11 .441 4 万km2 , 占全省总面积的63 .6 % , 但国民生产总

值仅占全省的10 .7 % 。由此可见, 山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是提升广东省经济总体实力以及解决广东省区内发展不

平衡局面的关键所在。

1  广东省山区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从经济总量上看, 广东省山区县域经济有了长足的发

展,2007 年51 个山区县 GDP 达3 232 .9 亿元, 是1992 年 GDP

的8 倍之多。近年来广东省山区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于

2007 年首次超过了广东省平均 GDP 增长率。但无论是从

GDP 总量还是人均 GDP 指标来看, 山区人均 GDP 与广东省

人均 GDP 的差距仍在逐年加大。

从产业结构上看 , 随着广东省山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

山区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的调整, 现已演进为“二三一”结

构,2007 年三大产业比例为21∶44∶35 。但相对于广东省经济

结构( 1 .2∶59 .9∶38 .9) 而言, 山区县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比重偏

高, 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现象仍然存在。

2  广东省山区县特征分析

2 .1 地理位置偏远, 总体呈集中连片分布 广东省大部分

山区县分布于粤北地区 , 与广西、江西和湖南等省的县市接

壤, 在云浮、肇庆、清远、韶关、河源和梅州等地区呈集中连片

分布状态, 临近的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弱, 同时又远离全

省的经济核心区珠江三角洲, 接受经济中心所产生的带动作

用较弱。

2 .2  总体欠发达, 各县( 市) 差异较大  广东省山区县地形

地貌由连绵起伏的山脉和大丘陵组成, 部分县位于生存条件

极其恶劣的石灰岩地带。这种区位条件决定了山区县的交

通可达性、信息可通性与时效性、经济交往便捷性和经济开

发可行性在发展过程中都处于劣势地位。参照世界银行《世

界发展报告》中国家分类标准[ 2] , 将人均国民收入换算至

1997 年的水平, 按当年汇率折算结果得出,2007 年广东省山

区县人均国民收入约1 202 .4 美元, 总体属于欠发达地区

水平。

图1 山区县GDP 及GDP 增长率与省指标对比

Fig .1 Thecomparisonof GDPand GDPgrowthratebetween moun-

tainous counties and Guangdong

图2 山区县人均GDP 与广东省人均GDP 对比

Fig .2  The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GDP between mountainous

counties and Guangdong

但从山区各县市情况来看,2007 年 , 从化市人均 GDP 最

高, 达23 244 元, 是最低的五华县的6 倍。根据Theil 熵系数

进行山区各县市差异的测算, 以GDP 比重加权, 则Theil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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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公式为 T = ∑
n

i =1
yiln

yi

pi
, 式中 n 为山区县个数, yi 为 i

县GDP 所占份额, pi 为 i 县人口所占份额。经计算 ,2004 ～

2007 年广东省山区县Theil 系数均在0 .1 左右, 与2004 年广

东省县域经济整体差异 Theil 值0 .059 相比[ 3] , 可以看出, 其

山区各县市内部差异更为显著。

图3 山区县三大产业结构演进状况

Fig .3 Thestructureevolutionsituations of threeindustriesin moun-

tainous counties

2 .3  资源丰富 ,是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  广东省山区具

有丰富的矿产、水、矿泉水、物产和旅游等资源, 是广东省珠

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的生态屏障。山区的水系发达, 雨量充

沛, 林木茂盛, 森林覆盖率高, 加上污染程度较小, 大气环境、

水环境质量多达到二级、Ⅱ类以上[ 4] 。山区还具有珠江三角

洲不可比拟的旅游资源, 如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内的千年

古刹云门寺、河源市东源县内北回归线上现存面积最大的常

绿阔叶林区和梅县的客家风情等。

3  广东省山区县域经济转型的动力

3 .1  广东省实施倾斜政策产生的推动力 2002 年以来, 广

东省就把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地区差异作为

重要的战略目标, 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等

一系列改善山区发展条件的政策文件。2005 年广东省进一

步出台《关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

产业转移的意见( 试行)》, 鼓励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向山区及

东西两翼转移, 给予设立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各种优惠条件。像这种向山区进行政策倾斜的举

措还将长期实施, 如对引进外资、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

设和用地指标安排等将加大扶持力度, 促进珠江三角洲产业

升级, 在消费外溢和资源互补方面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广东

省山区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3 .2  辩证认识广东省山区的区位优势的推动力 广东省山

区各县区位独特, 从沿海看它是内陆, 从内陆看它是沿海, 紧

靠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5]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可对广东省山

区产生推力作用。一方面, 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制造业向外转

移, 那么, 接纳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必

然选择。同时, 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山区各

县可开展横向联合 , 发展一些为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配

套的行业。另一方面, 珠江三角洲提供了成功的发展模式和

经验, 山区各县( 市) 通过借鉴经验积极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

业等, 以尽快形成自身优势产业 , 这样山区可避免走弯路, 尽

快地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在“泛珠三角”中 , 广东省山

区地处区域内的“承上启下”地带, 外围地区又对其产生拉

力。所以, 广东省山区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 利用“推力”与

“拉力”, 调整发展策略 , 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山区县域经

济的快速转型。

3 .3 区域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发展潜力 过去山区之所以

长期落后, 其根本原因是交通滞后, 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

上往往慢了一拍, 工业和投资乏力, 没有融入主流经济圈和

参与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体系中来。据广东省交通发展战

略, 未来广东省山区将以高速公路、内河航道建设为重点, 形

成以公路交通为主骨架 , 民航、铁路和水路为依托的四通八

达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随着这些工程的建成, 广东山区与

珠三角、沿海地区以及福建、江西、湖南和广西等省区的联系

更加方便, 这有利于山区招商引资, 推进工业结构高度化和

发展第三产业。

3 .4 山区优势条件发挥产生的内力 广东省山区具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 目前其大部分产业也是基于这些资

源的开发利用而建立的。今后广东省山区要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 就应当侧重于资源的内涵开发 , 利用山区资

源, 发展较高层次的金属加工、建材、电力、特色农业和农副

产品加工业以及旅游业等。

4  推进广东省山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4 .1  建设工业园区 ,以工业化引领发展潮流  工业园区的

优点一是优化投资环境。山区各县( 市) 政府财力有限 , 而发

展工业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一定的前期投资, 通过工业园区

的建设, 山区各县( 市) 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快速形成开

发资金的合力, 为现代工业生产提供土地、道路和水电等基

础条件, 从而为招商引资打下基础。工业园区的形成也有利

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二是容易形成规模效益。在

园区产业的选择上, 实现与发达地区工业活动的对接, 使山

区工业成为全省、全国甚至世界产业链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

4 .2 发展山区特色旅游  广东省山区生态环境优良, 部分

城镇, 如仁化县的丹霞、南雄市的梅岭、连州市的连城、连南

县的三排、德庆县的悦城、封开县的渔涝、怀集县的桥头、梅

县的雁洋、兴宁市的合水和蕉岭县的长潭等等 , 自然、人文景

观丰富多彩, 发展旅游潜力大。这些城镇应突出“绿山、碧

水、蓝天”特色与民俗内涵 , 开辟观光游、生态游、购物游和宗

教人文游, 逐步形成集观光览胜、休闲度假、宗教朝圣、探亲

祭祖和商贸于一体的独具山区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 并带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

4 .3  促进城镇集约发展 “三农”问题仍是山区的共性, 发

展农业一方面应加快农业产业化 , 以信息化促进山区特色农

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用“中心镇崛起”带动山区整体振兴。

小城镇是中心城区连接广大农村的纽带, 列入全省城镇总体

规划的中心镇一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基础较好, 有较大的

开发空间, 完全可以成为转移非农产业、分流农业人口的重

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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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等材料在沙面上作成的障蔽物 , 它具有防风阻沙的作

用。沙障类型很多, 常用的是直立式沙障。青海湖流域冬春

季以西、西北风为主, 而夏秋季又刮东北风, 因此, 应设置网

格式沙障。沙障间距的大小是沙障能否起到良好效益的关

键[ 18] 。与主风方向垂直的沙障, 其间距与地形、坡度和沙障

的高低关系较大, 同时还需考虑风力的强弱。在规划设计前

必须合理确定它的高度和行间距离, 并计算单位面积沙障的

长度及所需材料、用工和开支等。

4 .2.3 生物措施与机械沙障相结合。沙区由于气候干燥 ,

土壤瘠薄, 沙质地面温度变化剧烈 , 风蚀、沙埋、沙打严重, 即

使有沙障保护, 一般植物在沙面上也很难定居。因而, 对固

沙植物的选择是固沙成败的关键。根据青海湖自然特点[ 7] ,

就地取材利用箭叶锦鸡儿、短叶锦鸡儿、沙蒿、赖草及芨芨

草、座花针茅、黑沙蒿和白沙蒿, 它们是一类耐沙压、耐干旱、

根系发达而又生长迅速的植物种类。对于10 m 以下的中小

沙丘,2 ～3 年内则可固定, 对于平缓的流沙地带当年就能固

定。但是 , 对于100 m 左右的大沙山 , 目前有效措施是封禁上

风线, 治理边缘区, 减缓风沙袭击, 限制它的扩展速度, 实施

逐步改造、逐步治理的措施。

4 .2.4 营造防沙固沙林。青海湖的气候特点是风沙大, 干

燥, 气温低, 土壤瘠薄, 是造林的不利因素。造林时应采取因

地制宜、因害设防、以营造灌木林为主的防沙固沙林[ 19] 。流

沙地带要在设置沙障的基础上, 在沙丘稳定后再规划设计造

林; 半固定、固定沙地一般不需提前整地, 但在丘间地或黏土

地带可进行种植前带状整地。造林时要深栽踩实, 疏枝短

截, 躲开风期。根据条件选择适生抗逆性强的树种, 并要求

采用健壮无病虫害的3 ～4 年生大苗造林为佳。在水分好的

立地条件下, 其造林方法也可采取插干、埋条或压条造林。

只要掌握好雨季, 采用适宜树种、种籽拌土和生根粉处理即

可直播造林。

4 .2.5 退耕还林草, 保护恢复植被。湖滨地带解放后有不

少农垦地, 目前因风蚀、干旱与低温 , 产量低而不稳, 按国家

的政策必须进行退耕还林草。对于耕作的农田, 要营造农田

防护林, 改善农田小气候,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减少自然灾

害, 在荒漠地区建立农田防护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很

显著的。根据环湖气候、土壤特点, 湖北、湖西应以灌木林带

为主, 湖东除建立灌木林带外, 也可以营造部分乔灌木混交

林[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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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以规划为先导, 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山区是广东省的

天然生态屏障 , 多位于广东省的水源地, 担负着保障全省生

产、生活饮用水源安全的重任。山区的经济发展应坚持制

订高起点的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划 , 要划分区域内的严格控

制区、有限开放区和集约利用区等。将生态功能分区作为

工业园区建设的重要依据 , 充分论证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 按照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选择工业园区产业发展方

向, 同时要提高污染防治的力度和环境监督管理的效能。

发达地区向山区转移产业, 不能只是简单的搬迁, 而应当是

以清洁生产为重点的新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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