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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临近，如果你有出游计划，不
妨留意几件小事：在海边游泳的十个人里，可
能有四人穿着产自辽宁兴城的泳衣；入住酒
店里的一次性牙刷，基本产自江苏杭集；行李
箱里的袜子，可能七成来自浙江诸暨；如果在
景点看到有人穿着汉服打卡拍照，这汉服大
概率是产自山东曹县……小小县城里，藏着
不少“大生意”。

县城，是中国经济版图上一个特殊的存
在，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城乡
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在经济大循环体系
里，县域经济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
中国经济活力与韧性的基石。

中国宝藏县城有何魅力？如何让每一个
县城都成为“宝藏”？

中国县城，有多强？
县城对于中国有多重要？
先来看一组数据：全国有1800多个县和

县级市，经济总量占全国近四成。其中，有不
少县城已加入“千亿俱乐部”。

最新数据统计，全国共有52个经济规模
超过千亿元的县，分布于全国 12 个省份，其
中占据“C位”的是江苏昆山。

昆山也被称为“中国最强县城”，究竟有
多强？

截至2022年，昆山已连续18年蝉联全国
百强县榜首，如今 GDP 总量已突破 5000 亿
元，甚至超过不少省会城市。

在昆山，最大的产业集群是工业产值达
到千亿级的IT产业。2010年前后，昆山笔记
本电脑生产达到鼎盛期，可以说全球每 3 台
笔记本电脑中就有1台是昆山生产的。

如今的昆山集聚了一批电子信息高端企
业，发展成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生
产基地之一。此外，昆山还拥有12个百亿级
的产业集群，分别涉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
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

昆山之后，江苏江阴连续多年稳居“千亿
县”榜单次席，2022 年 GDP 高达 4754.18 亿
元。

紧随其后的是江苏张家港和福建晋江，
其中晋江GDP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晋
江有“中国鞋都”之称，当地拥有安踏、361°、
特步等知名品牌。

江苏常熟、浙江慈溪、江苏宜兴、陕西神
木以及湖南长沙县则处于“2000亿元梯队”。
其中，神木是西部地区第一个GDP超过2000
亿元的县域。

总的来看，52个“千亿县”中，东部地区有
42个，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河北五
个省份，大多有强大的制造业集群，产业发展
十分突出；中西部地区有10个，分布在湖南、
内蒙古、陕西、贵州、江西、安徽、湖北七个省
份。

此外，2022 年 10 月，国务院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千亿县”中的江苏
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这4个
县级市被确定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数量为100万~300万）。

除了“千亿县”，中国还有很多各具特色
的县，用特色产业承包了全国人民的生活需
求。

例如广东徐闻，全国每3颗菠萝中就有1
颗产于此；河北清河，羊绒产业年产值达200
多亿元；被誉为“中国箱包之都”的河北白沟，
一年生产8亿只箱包；全国每生产三条毛巾，
就有一条产自河北高阳……这些点点滴滴都
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缩影。

在中国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我们能看
到热气腾腾的美好生活，也能看到生机勃勃
的经济活力。

中国县城，如何更强？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

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县域经济能
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成效。

国家多次发布文件，部署推进县域经济
发展。202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
代化县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千亿县”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佼佼
者，虽然各有特点，但也有共性和经验，值得
其他县城借鉴。总结来看，有三个关键点：特

色、集群、善治。
第一，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和特点，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
一个县要做全能选手，很难，但找准特色

和赛道，夺取“单项冠军”却大有可为。
在 52 个“千亿县”当中，部分县拥有“与

生俱来”的资源优势，例如煤炭资源丰富的陕
西神木、内蒙古准格尔旗，白酒产业驰名中外
的贵州仁怀等。要强化资源优势，打出资源
特色牌，为县域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沿海地区的县城可以利用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实现县域经济腾飞。其中，江苏昆山

和福建晋江是外资外贸推动型的典型代表。
对于众多山区县城而言，最大的特色优

势就是绿色优势、生态优势，要在产业生态化
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做大做强做优县域
绿色经济、文旅经济。

第二，仅抓住特色还不够，还要坚持产业
集群的发展思路，打造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先进制造业方面，浙江海宁、福建晋江等
不少县已经形成“一县一品”“一县一业”的产
业集群。具有交通区位优势的县城有意识地
推动地方性、区域性中心市场形成。

还有很多县城在引进新项目时充分考虑

自身的产业基础，新增项目与原有的产业优
势紧密结合，例如山东龙口裕龙岛炼化一体
化项目、胶州海尔中央空调等都是产业链延
伸的体现。

第三，强县还要善治，善治才能富民。
“千亿县”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

持续推进治理能力建设。
例如义乌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共同体、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等方面创新探索实践；张家港市推动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理念深入农业、制造业
等各个领域，基层服务便捷化水平持续提升。

此外，县城还要打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加
强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优质服务配套。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要推进县域内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医疗卫生资源
县域统筹。江苏昆山、江阴建有三甲医院、大
学，目前已形成江苏特有的“县办大学群”现
象。

培养人才也要留住人才。浙江余杭推动
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加
快建设全球创新策源地、打造创新人才蓄水
池。

不可忽视的是，如今县域经济发展面临
诸多待解难题，例如发展不平衡，地区、省域
甚至是市域内的发展差距较为明显；部分县
域发展资源消耗较大，资金、技术等要素不足
等等。

县域经济发展，未来还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

相信县城里点点的灯光，不仅会点亮一
个个活跃起来的城市和乡村，也会点亮中国
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县城走进“千亿俱乐部”。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52个千亿县究竟有多强

尽管LPR已连续8个月保持不变，但在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下，越
来越多城市调降了首套房贷款利率。据中
指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40余城
市房贷利率进入“3时代”。

与此同时，多个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回
暖，引发市场关于房贷利率调整的担忧。近
期，部分研究机构明确提示，受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的影响，当前房价
持续环比回暖的二、三线城市接下来或将面
临房贷利率重新上调。

对此，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
对记者表示，3 月底，各地已进入新的评估
期，下一个评估期将在6月底启动，届时各地
将根据2023年3月份至5月份的新房价格变
化决定是否调整房贷利率下限，个别房价连
续上涨的城市或出现房贷利率重新上调的
情况。但短期来看，市场销售回暖持续性不
足，多个城市二手房价格仍处下跌通道，或
进一步影响新房价格预期，短期内，各城市
房贷利率上调的预期并不强烈。

多地加入首套房房贷利率下调队伍

今年以来，加入首套房贷款利率下调队
伍的城市持续增加。据中指研究院最新监
测数据，今年以来，已有太原、金华、郑州、珠
海、石家庄、沈阳、衢州等40多个城市调整首
套房贷款利率下限至4%以下。

4 月份以来，南平、马鞍山、衢州、驻马
店、沈阳等多个城市首套房贷款利率降低。
其中，部分城市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年内已经
多次下调。例如，今年沈阳首套房贷款利率
下调两次，先从4.1%降至3.9%，近期调整后
进一步降至3.8%。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4
月份，重点监测的百城首套房主流房贷利率
平均为4.01%，较上月微降1个基点；二套主
流房贷利率平均为4.91%，与上月持平。4月
份首套和二套房主流房贷利率较去年同期
分别回落116个基点和54个基点。

南平市某国有大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自今年4月份起，南平市下调首套住房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至3.8%。衢州
某银行支行工作人员也对记者表示，二手房
的首套房贷利率下限已经由4.1%降至3.8%。

但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
城市，多家银行二手房首套房贷款利率仍保

持在4%以上。
对于未来房贷利率走势，业内几乎达成

共识。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
雪表示，考虑到当前贷款利率已经处于较低
水平，加之一季度信贷投放较快，短期内房
贷利率将维持“按兵不动”的态势。由于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仍然继
续执行，预计仍将有符合规定的城市跟进下
调。

陈文静表示，4月以来，随着前期积压需
求释放后，购房需求释放动能减弱，基本面
较弱的城市市场调整压力增加，房价上涨动
力亦走弱，短期价格仍有下跌预期。短期内
符合条件的城市有望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
限，此前已经下调房贷利率下限的城市，也
存在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二季度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态势

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出现复苏迹
象。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3
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上涨的城市个数增加，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收窄。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一

季度，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主要有三个原
因：首先，年初以来，回升向上的经济大环境
带动市场对楼市信心增强。其次，包括房贷
利率下调政策在内，去年以来各项支持政策
逐步发力显效，也在带动市场需求升温。第
三，一季度商品房销量环比增加明显，不排
除是一些前期积压需求集中释放所致。

不过，进入4月份后，部分城市成交量开
始有所回落。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4月份，
百城商品住宅周均成交规模相比3月份下降
约两成，但各周同比仍保持增长。2023年第
16周，百城商品住宅成交490.25万平方米，
环比上涨4.72%，同比增长近三成。

二季度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如何？关荣
雪表示，在一季度需求大规模集中释放后，4
月份，市场热度开始减退，这一轮回暖的持
续性略显不足。接下来房地产市场逐渐从

“强复苏”迈入“稳恢复”阶段，预计4月份成
交规模将会低于3月份。

王青表示，进入 4 月份以来，高频数据
显示30个大中城市每日商品房销量环比有
所转弱，不排除季节性原因，同时也表明，
好转势头能否延续还需谨慎判断，综合来
看，二季度房地产市场回升势头可能弱于
一季度。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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