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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单元，县
域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

赛迪顾问7月25日发布的《2023中国
县域经济百强研究》（下称“报告”）显示，
今年的百强县中，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
三省表现突出，分别占 23 席、16 席和 13
席。百强县前 10 名中江苏省独占 6 席，
并包揽前 4 位。百强县中进入“GDP 千
亿俱乐部”的县域达到54个，完成GDP8.6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1%。

赛迪顾问业务总监、县域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余德彪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
的报告体系设置了评价“双门槛”，即
GDP≥6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
亿元，并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
度、绿色水平4个一级指标，以及8个二级
指标、27个三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和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我们还对百强县的发展
作出三大模式总结，分别是江苏、浙江为
代表的‘狼群模式’；福建、山东、湖北、四
川、湖南为代表的‘雁行模式’；以及贵州、
山西、江西、河北、云南的‘狮王模式’。”余
德彪说。

区域发展仍不平衡区域发展仍不平衡

报告显示，县域经济的区域分布仍不
均衡。百强县东部地区占 65 席，中部地
区占 20 席，西部地区占 14 席，东北地区
仅占 1 席。与 2022 年相比，不同区域进
入百强的县域数量有所波动，东部地区上
榜县域数量保持不变，中部地区减少 2 个
县域，西部地区增加 4 个县域，东北地区
减少 2 个县域。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
三省表现突出，分别占 23 席、16 席和 13
席。百强县前 10 名中江苏省独占 6 席，
并包揽前 4 位。

同时，县域经济是六个经济大省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从经济体量看，
2021 年，除广东省外，江苏省、浙江省、山
东省、河南省、四川省五省所辖县域 GDP
占全省 GDP 比重均超过 40.0%，其中，河
南省所辖县域 GDP 占全省 GDP 比重高
达 59.3%。随着多年来撤县设区等行政
区划的调整，广东省“区强县弱”特征显
著，但其县域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发展势
头，其下辖县域 GDP由2016的12210.2亿
元增长至2021年的15531.4亿元，增速达
27.2%。

余德彪告诉记者，今年总榜呈现东部
平稳、中部下降、西部有所增长的趋势。特
别是随着东中部产业的转移，并在西部落
地，西部的资源、资金优势在逐步扩大。从
县域经济强省江苏、浙江来看，百强县的总
数有所下降，不过这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
的缘故，因此其间的差距在缩小。

报告还认为，县域经济还存在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头尾部县域经济规模跨度较
大，县域二产占比下降过快，新旧动能转
换缓慢，产业发展所需配套要素相对滞后
等问题。

千亿县新增十个千亿县新增十个

今年的报告显示，2022 年“千亿县”
总数达到 54 个，完成GDP8.6万亿元，占
全国经济总量的7.1%。2022年“千亿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值达到108.0亿元。

其中，昆山市位列第一，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 5000 亿元。相比去年，新增伊金
霍洛旗、瓦房店市、东台市、高邮市、仙桃
市、沛县、闽侯县、邹城市、仪征市、寿光
市，10个新增里7个县地区生产总值名义
增速高于6%。

“千亿县”呈现出六大典型发展模式，
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粤闽浙沿海城 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
式、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
式、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
导模式、呼包鄂榆 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
模式、仁怀市为典型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
模式。

“以千亿县为例，应该认识到有更
多的县域经济总量会超过千亿甚至超
过某些地级市，因此需要适当拔高目
标，创新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找准
引爆点，提升千亿县在强省的地位。”余
德彪说。

5454个个““千亿县千亿县””带来哪些启示带来哪些启示

这些县域何以进入“GDP 千亿俱乐
部”？其模式和经验受到关注。

县域在产业集群培育方面取得突出
进展。2022 年工信部公布的 100 家中小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39个位于县域，占
比接近四成。如：昆山小核酸创新型产业
集群、宜兴水环境产业集群、天门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县域成为培育中小企业产业
集群重要的载体。

赛迪顾问业务总监兼县域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余德彪说，县域经济是当前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发力点。以“千亿
县”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为
了更多的县域迈上“千亿县”的跃升提供
了借鉴。

不过，由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县
域经济仍然面临挑战。中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
毅中表示，一是县域GDP占全国GDP的
比重过早过快下降，2012 年县域 GDP 占
全国 GDP 比重达 54.9%，之后一路下跌；
二是县域经济中工业占比过早过快地下
降。

县城是连接城乡重要的节点，不仅为
生活在县城的人口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
而且还能有效为 5 亿居住在乡村的人口
就业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今后如何
发展县域经济，“千亿县”或许带来一些启
示。

李毅中表示，县域工业要根据当地的
资源禀赋、环境容量、产业基础、人口分
布、市场状况以及历史传承等特点，差异
化发展。

李毅中还认为，县域工业要纳入当地
城市群、都市圈的产业体系中，尽可能为
当地的主导产业配套。在长三角、京津
冀、成渝双城地区以及更多国家认定的区
域性城市群、都市圈中，也都有一大批县
域工业配套发挥了支撑作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军
认为，现在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是打
破技术和数字在城乡之间的鸿沟。工业
经济的发展可以弯道超车，但数字经济、
智慧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弯道超车可能很
难，因此要尽快实现城乡间的数字化均等
发展格局。 本报综合消息

下载20个银行App薅羊毛

张晓岚（化名）是一位在上海生活工作的
设计师。她告诉记者，自己原来就有10张左
右银行卡，包括借记卡和信用卡，并且也有“养
卡”的意识。

一年前，张晓岚办理了一张中国银行的银
行卡，她留意到中国银行的手机App上福利活
动比较多。偶然发现这些优惠后，她陆陆续续
下载了十多个不同银行的手机App，发现“基
本上所有银行都有‘羊毛’，错过了很多年”。

张晓岚介绍，自己目前用得比较多的银行
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我比较喜欢简单直
接可以使用的优惠，比如微信立减金、话费满
减充值等，这些不会限制我的使用场景，会用
得比较多。”

在大致摸清各大银行App的“羊毛”规则
后，从今年6月起，张晓岚开始在小红书上分
享自己的薅羊毛经验，没想到还收获了不少网
友关注，有一篇点赞数量超过了600个。“这两
年大家消费都有些紧张，所以能优惠一些就是
一些。”张晓岚说。

谢茜也热衷于在各大银行手机App上薅
羊毛。最近，建行生活平台开展大促活动，为
了参加活动，她定了多个闹铃，准点打开App
抢券。“太卡了，页面显示倒计时0秒我就点进
去了，一直显示人多拥挤，只好退出重新进入
页面，反复点了好多次，终于领到了一张1元
单车月卡和满10元减7元打车券。”

谢茜告诉记者，大约在5年前，她开始在
各大电商平台上薅羊毛，甚至还组建了一个

“羊毛”微信群，在发现电商平台的“羊毛”后，
会迅速分享给群友。

不过，最近两年，谢茜发现，电商平台的
“羊毛”越来越难薅。“‘双 11’‘618’的各种活
动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做任务、玩游戏，还要拉
人互助，想省钱不仅得数学好，还要消耗大量
精力。而且现在活动越来越少，力度也不如过
去了。”

随后，她将目光转向了银行App。“其实我
在三四年前就一直用招商银行的手机App，他
们家活动很多，有一年家里的洗衣液基本都是
从招行薅的。当时，其他银行的活动主要集中
在信用卡上。大概从2020年之后，银行手机
App 上活动越来越多，有时候感觉比信用卡
App的活动更多。”谢茜说。

为了参加活动，谢茜下载了将近 20 个银
行 App 和信用卡 App，涵盖了六大行、股份制
银行和一些城商行。

“流量为王”下的客户之争

如今，随着各大银行开启零售转型，不少
银行将“财富管理”视为业绩增长的第二曲
线。手机银行正在成为银行与客户接触的重
要渠道，成为银行提供金融和场景服务的主要
载体。不仅提供了存款、理财、基金、保险、贵
金属等传统金融服务，也涵盖了生活缴费、出
行、餐饮、医疗等非金融场景服务。

手机银行顺势成为各银行开展营销活动
的重要渠道之一。过去，不少银行App按照资
产、理财、基金等指标评判的用户分级，给予不
同级别的用户相应的权益。如今，除了金融资
产等相应指标外，有的银行还将互动活跃任务
作为提高用户等级的积分项。

此外，银行还在手机App上推出各种互动
游戏，用户参与活动即可领取优惠券或其他奖
品。围绕日常生活，不少银行App还推出了生
活栏目，涵盖美食、生活缴费、出行等各种生活
消费场景。建设银行于2020年底推出了建行
生活App，不到两年客户数已达1亿规模，平台
日均交易规模达百万单、交易额达1亿元。

为何银行会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在部分人的印象中，银行信用卡的权益
多，如今手机银行绑定的权益大有赶超之势。

“信用卡的权益比原来种类更多了，涵盖
衣食住行，适用的支付方式更加多元，如云闪
付、支付宝、微信等等。”某国有银行信用卡中
心的工作人员李霄（化名）表示，借记卡的权益
也比原来多了，现在往卡里存钱，就可以绑定
很多权益。

为何银行会推出各种优惠活动？李霄认
为，眼下流量为王，“现在竞争激烈，没有活动
用户凭啥办你的卡？”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
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告诉记者，
手机银行App通过线上综合经营创造价值、转
换价值的前提是流量，流量的衡量指标是
MAU（手机银行月活用户）。商业银行手机
App推出的各类活动意在拉新促活，提升手机
银行MAU。

从银行 2022 年年报披露的数据看，除交
通银行未披露相关数据，六大行中其余五家的
个人手机银行客户数均达到亿级，并较上年末
有所增长，其中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个人手机
银 行 客 户 数 分 别 较 上 年 增 长 10.02% 和
12.24%，增速均超10%。

延伸
如何将流量转化为留量如何将流量转化为留量？？

由于工作原因，早在 2009 年李霄就开始
研究银行的优惠和福利活动。他观察到，随着
银行营销活动的推广，一条用于集散这些福利

“羊毛”以牟利的产业链也随之发展起来。
“近年来，银行权益虽然多了，但是‘羊毛’

越来越难抢。”李霄说，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难
抢，并不是因为有很多人争抢银行权益，而是
背后存在“羊毛党”产业链。“很多福利、优惠活
动中，真正有需要的人参加不了，反而让优惠
和福利变成中间商的差价。”

杨海平指出，“羊毛党”危害较大，对此商
业银行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目前应对“羊毛
党”成熟的做法主要是，精准定位客群，设置必
要的门槛，合理设置活动的游戏规则。持续总
结“羊毛党”黑产已有的和可能的薅羊毛手法，
分析潜在“羊毛党”的用户特征、设备特征、IP
特征、操作特征等，针对性设置智能化规则，进
行过滤。

此外，如何平衡好新客户与老客户的权
益，达到银行与客户的双赢，是一个重要的命
题。对于发放福利的目标人群，李霄用“老用
户与狗”来自嘲，很多优惠活动只针对新用户，
老用户则无法参与。他认为，招揽新用户的热
潮终会过去，服务好新老用户、满足各层级用
户的需求、增强用户黏性等问题，才能实现用
户的可持续增长。

在李霄看来，银行之间争相搞活动抢客
户，“现在这么卷，我个人觉得未来各银行推出
的活动只会更多。”

银行撒福利，最终目的是提升用户的活跃
度，以此增加银行的AUM（资产管理规模），但
客户最终是否买账仍有待观察。

张晓岚表示，银行的各种活动会增加自己
使用的频率，但她并不会为了一些奖励去提升
自己在某个银行的资产，或为了某些返利活动
去积累消费。

杨海平则认为，手机银行App各类补贴活
动，未来还会不断地推出，只不过银行会更加
精细化地设计方案，完善游戏规则，利用技术
手段等更加精准地拉新促活，更加注重投入产
出比。

本报综合消息

2023百强县出炉：千亿县达54个

薅羊毛从电商转向银行薅羊毛从电商转向银行AppApp

当上班要打车时，在北京工作的上班族谢茜（化名）下意识地打开建设银行和
交通银行的手机App，分别领取了两张打车券。需要买火车票时，她又打开中国
银行手机App，领取了一张10元优惠券。

当一部分用户的银行App在手机的角落里“吃灰”时，一些有经验的用户已经
薅到了银行的“羊毛”，衣食住行样样都有。

“省钱神器，我不允许你还不知道”“是谁还没去工行App领钱”“这样的羊毛
不来薅一下吗”……这些用户还积极地分享自己薅羊毛的经验，在小红书、抖音等
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发布笔记和作品，手把手教你领取银行App推出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