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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高度化”产业结构下的山区高质量发展*

——以文成县为例

蒋伟煌，程园园，林建辉

（文成县委党校，浙江 文成 325300）

摘 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成县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具

有地域性特点，形成“虚高度化”产业结构形态，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质量不高，既受经济总量少、实力弱

和产业发展不够充分、转型升级较难的影响，又受人才缺乏和水源保护政策的制约。为此，应遵循“质”“量”辩证

统一原则，着力于“虚高度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修复，加快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强化人力资本

培育和生态生产市场化改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推进高级产业结构脱“虚”向“实”，实现县域经济发展

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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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under the“Virtual High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Taking Wencheng Coun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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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only wa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Wencheng County h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ming a

“virtual high”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unty economy is low and the quality is not high, which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small economic aggregate, weak strength,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and up-

grading, but also restricted by the lack of talents and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policies. Therefor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principle of“quality”and“quantity”, focus on the reasonable restoration of“virtual high level”industrial 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ecological production, consolidate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high-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virtual”to“real”, and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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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适应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山区地理条件

差、基础薄弱，经济发展速度较慢、水平较低，推

进高质量发展显得更为迫切，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产业结构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事关经济增长

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事关居民收入的增加和

生活品质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

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

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1]；要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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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质量和效益[2]。基于产业结构理论，本文试从文

成县三次产业生产总值构成演变的实证分析入手，

把握产业结构演进地域性特点，剖析产业结构现状

及其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并提出针对性

措施，为促进山区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一、产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文献概述

（一）西方经典产业结构理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指引

西方国家较早对产业结构问题开展研究，形成

了逐步拓展的系列经典产业结构理论。威廉·配第

（1672）最早提出了关于产业结构对各国国民收入

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影响的配第定理，指

出在收入上农业、工业、商业次第增高，即工业比

农业、商业比工业具有更高的附加值；科林·克拉

克（1940）进一步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产业

结构变动的内在关联，总结出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

对差异导致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从制造业向

商业及服务业移动的克拉克法则；西蒙·库兹涅茨

（1941）深入阐述了国民收入、劳动力与产业结构

间的重要联系，形成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论；二十世

纪末，W·W·罗斯托（1998）又提出了主导产业扩

散效应理论，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选择具有扩散效

应的部门作为主导产业部门，以带动和促进区域经

济的全面发展。诸经典理论深刻揭示了三次产业结

构演进的客观规律及其与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

的内在关联性，实际上已蕴含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指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国内产业结构问题研究：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探索

国内学者以经典理论为基础，对我国产业结构

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

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技术和产业不断

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

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3]；徐

明华等归纳出产业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并对浙江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作了具体分析 [4]；李

光全专门研究了浙江山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显

示产业结构纵向有待提升、横向演化滞后[5]。近两

年来，学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更多直接指向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发

展的作用提升到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席鹏

辉认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核心是人力资本的提高[6]；刘淑春具体分析了

浙江高质量发展路径，提出要加快建立结构调整、

动能转换及制度变迁协同推进的动力机制和现代化

经济体系[7]；王东祥则指出，提高绿色产业和生态

经济的发展水平是推进浙江山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

之重[8]。诸多研究和实践探索表明，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是我国及各省域和山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文成作为典型浙南山区县自然不能例外，实

际情况则需具体深入分析。

二、文成县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现状

（一）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和特点

根据 1978-2018年各次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变化情况，文成县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化进程可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85），“一、二、

三”排序结构；第二阶段 （1986-1993），“一、

三、二”排序结构；第三阶段 （1994-1997），

“ 三 、 一 、 二 ” 排 序 结 构 ； 第 四 阶 段

（1998-2018），“三、二、一”排序结构。与全国、

浙江省和温州市比较，各产业演化时间的长短、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更替次序都有颇大差异，表现

出显著的山区地域性特点（见表1）。
1. 第 一 产 业 占 据 主 导 地 位 时 间 相 当 长 。

1978-1985年，延续建国以来“一、二、三”排序

的低级产业结构；1986-1993年，三产比重超过二

产时，一产仍处于高占比状态；直到1994年产业结

构调整为 34.3∶27.2∶38.5，一产的主导地位才被

三产取代。而全国早在1970年一产就已退出主导地

位[9]，浙江省和温州市也分别于 1977年[10]、1984年

终结了一产的老大位置。可见，一产长期一家独

大，占居主导地位时间远超全国、全省和全市，表

现出典型的落后山区农业县特征。

2.第二产业比重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改革开

放以来，二产增长一直缓慢，占比处于 16.0%～

35.1%区间，仅在 1985年前略高于三产，从未占据

过主导地位，与全国、全省和全市相比差距很大；

从产业结构调整时间看，1998年二产比重才超过一

产，比全国、全省和全市分别滞后 28年、21年和

14年，往后比重提升幅度也不大。反映出二产发展

基础和条件较差，潜力不大，实际上没有经历工业

化过程，这也是一产比重长期偏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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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产业比重较早超越二产和一产。1986
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48.5∶24.1∶26.6，三产

比重首次超过二产 2.5个百分点，比全国、全省和

全市分别提前 26年、28年和 27年；1994年，三产

比重又超过一产 4.2 个百分点，开始占据老大地

位，比全国、全省和全市分别提前 18年、20年和

表1 1978—2018年文成县生产总值结构及其与温州市、浙江省和全国的比较（生产总值为100）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第一产业

文成

50.4
49.0
45.6
48.7
52.2
45.4
49.1
44.6
48.5
54.6
49.6
49.1
46.6
53.6
50.6
38.2
34.3
35.0
32.1
27.6
24.2
23.9
22.5
23.0
20.6
18.9
17.7
15.4
13.4
9.6
9.2

10.3
11.0
11.1
10.7
10.4
10.5
10.7
10.6
9.9
9.1

温州

42.2
41.6
38.1
36.5
41.5
38.3
37.3
33.9
31.3
32.0
29.7
28.5
27.4
26.2
18.7
13.3
10.3
10.3
9.3
8.6
7.9
7.2
6.5
6.1
5.2
4.6
4.5
4.1
3.6
3.3
3.1
3.2
3.2
3.2
3.1
2.8
2.7
2.8
2.7
2.7
2.4

浙江

38.1
42.8
35.9
33.7
36.3
32.2
32.3
28.9
27.1
26.3
25.4
24.8
24.9
22.5
19.1
16.4
16.3
15.5
14.2
13.2
12.1
11.1
10.3
9.6
8.6
7.4
7.0
6.7
5.9
5.3
5.1
5.1
4.9
4.9
4.8
4.7
4.4
4.3
4.2
3.7
3.5

全国

27.7
30.7
29.6
31.3
32.8
32.6
31.5
27.9
26.6
26.3
25.2
24.6
26.6
24.0
21.3
19.3
19.5
19.6
19.3
17.9
17.2
16.1
14.7
14.0
13.3
12.3
12.9
11.6
10.6
10.2
10.2
9.6
9.3
9.2
9.1
8.9
8.7
8.4
8.1
7.6
7.2

第二产业

文成

28.9
30.1
31.6
30.0
25.2
30.8
28.1
29.6
24.1
17.9
18.2
18.3
22.6
16.0
20.9
25.0
27.2
25.0
26.0
25.4
24.9
24.6
24.4
24.9
24.3
24.1
24.0
26.5
30.1
33.7
33.1
32.9
32.4
33.5
35.1
33.4
33.2
30.5
28.6
26.6
24.2

温州

35.8
36.9
40.7
41.2
35.5
37.7
38.6
42.6
43.2
42.4
42.1
43.5
44.7
44.4
52.3
58.4
58.4
57.5
58.3
57.2
56.7
55.5
55.4
54.3
54.0
54.5
53.7
54.4
55.0
54.0
53.3
51.6
51.2
50.1
48.7
47.6
47.2
43.8
41.1
39.7
39.6

浙江

43.3
40.6
46.7
46.2
42.1
44.0
43.8
46.3
46.0
46.4
46.0
45.5
45.1
45.4
47.5
51.1
52.0
52.1
53.3
54.5
54.8
54.6
53.3
51.8
51.1
52.5
53.6
53.4
54.1
54.1
53.9
51.6
51.1
50.5
48.9
47.8
47.7
45.9
44.8
43.0
41.8

全国

47.7
47.0
48.1
46.0
44.6
44.2
42.9
42.7
43.5
43.3
43.5
42.5
41.0
41.5
43.1
46.2
46.2
46.8
47.1
47.1
45.8
45.4
45.5
44.8
44.5
45.6
45.9
47.0
47.6
46.9
47.0
46.0
46.5
46.5
45.4
44.2
43.3
41.1
40.1
40.5
40.7

第三产业

文成

20.7
20.9
22.8
21.3
22.6
23.8
22.8
25.8
26.6
27.5
32.2
32.6
30.8
30.4
28.5
36.8
38.5
40.0
41.9
47.0
50.9
51.5
53.1
52.1
55.1
57.0
58.3
58.1
56.5
56.7
57.7
56.8
56.6
55.4
54.2
56.2
56.3
58.8
60.8
63.5
66.7

温州

22.0
21.5
21.2
22.3
23.0
24.0
24.1
23.5
25.5
25.6
28.2
28.0
27.9
29.4
29.0
28.3
31.3
32.2
32.4
34.2
35.4
37.3
38.1
39.6
40.8
40.9
41.8
41.5
41.4
42.7
43.6
45.2
45.6
46.7
48.2
49.6
50.1
53.4
56.2
57.6
58.0

浙江

18.7
16.6
17.4
20.1
21.7
23.8
23.9
24.8
26.9
27.4
28.6
29.7
30.0
32.1
33.4
32.5
31.7
32.4
32.5
32.3
33.2
34.2
36.4
38.6
40.3
40.1
39.4
39.9
40.0
40.6
41.0
43.4
44.0
44.6
46.3
47.5
47.9
49.8
51.0
53.3
54.7

全国

24.6
22.3
22.3
22.7
22.6
23.2
25.5
29.4
29.8
30.4
31.2
32.9
32.4
34.5
35.6
34.5
34.4
33.7
33.6
35.0
37.0
38.6
39.8
41.2
42.2
42.0
41.2
41.3
41.8
42.9
42.9
44.4
44.2
44.3
45.5
46.9
48.0
50.5
51.8
51.9
52.2

数据来源：《2019文成统计年鉴》整理数据，文成县统计局，2019年9月，第11页；《2019年温州统计年鉴》，温州市统计局，温州市统计局网；

《2019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局网；《中国统计年鉴-2019》，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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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如此，跨过了二产居主导地位的演进阶段，

三产直接上位为主导产业，且进入“三、二、一”

排序结构的时间和三产占比超过50%的时间都比全

国、全省和全市提前了十几年，较早进入产业结构

高级化阶段。

（二）形成“虚高度化”产业结构形态

表 1显示,虽然文成县高级产业结构较早形成，

具体情形却与全国、全省和全市有很大不同。一是

第三产业占比奇高。1998 年产业结构进入高级化

时，三产比重就已经达到 50.9%，比全国、全省和

全市分别高 13.9、17.7和 15.5个百分点；2018年三

产比重高达 66.7%，比全国、全省和全市分别高

14.5、12.0 和 8.7 个百分点。二是第一产业占比偏

高。高级产业结构形成初始，一产比重仍高达

24.2%，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和全市 7.0、12.1 和

16.3 个百分点；2018 年一产比重还有 9.1%，比全

国、全省和全市分别高1.9、5.6和6.7个百分点。三

是第二产业占比偏低。 1998 年二产比重只有

24.9%，比全国、全省和全市分别低 20.9、29.9 和

33.4个百分点；后来二产比重有所上升，至2012年

达到 35.1%的峰值，但仍比全国、全省和全市分别

低 10.3、13.8和 13.6个百分点；2018年二产比重下

降为 24.2%，与全国、全省和全市的比差又分别扩

大到 16.5、17.6 和 15.4 个百分点。这与落后地区

“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相符，却

与落后地区“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

低”相反，也背离了“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先升后降”的一般趋势。[11]

另外，2018 年全县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为 14.31
万人，其中一产 4.51 万人，二产 3.35 万人，三产

6.45万人。 [12]160-161显然一产从业人员数偏高，说明

农业落后状态突出，生产效率低下，大量劳动力受

困，无法向二、三产业有序转移；二产从业人员数

则比一产少1.16万人，说明工业发展滞后，未能有

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三产以 45.1%的从业人员

创造了 66.7%的生产总值，效率虽高，却非建立在

一、二产业发展基础上，有“空中楼阁”之嫌。

可见，作为山区县，文成超前进入产业结构高

级化阶段，是在一产相对高占比、二产低占比状态

下的低水平非正常超越，产业次第进化特征不明

显，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均明显不合理，高级化严

重脱离合理化，高级产业结构名不符实，是一种

“虚高度化”产业结构。

三、“虚高度化”产业结构下文成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总量少人均产值低，整体实力弱小

从产业结构较早进入高级化阶段及三产占比远

超全国、全省和全市平均水平的表象看，文成县经

济发展似乎达到了高水平、高质量状态，但实际上

还是全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显现了“虚高度化”

产业结构的根本特征。2018 年，全县生产总值仅

97.47 亿元，处于全省倒数第五位、全市末位；常

住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只有40 014元，处于全省倒数

第二位，比全省（98 643 元）和全市（65 055 元）

平均水平分别低58 629元和25 041元；财政总收入

低至 11.33 亿元，处于全省倒数第四位、全市末

位。 [13]1-1，17-2，17-24这充分说明县域经济整体能量相当

弱小，与高级产业结构相悖，居民劳动技能的提

升、高新技术的应用、高质量产品的开发等，都缺

乏坚实的经济实力支撑，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严峻挑

战和巨大压力。

（二）产业发展不够充分，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1.农业总体落后，现代农业发展受制。2018年

全县人均耕地面积仅0.39亩，农业（乡村）人口则

多达 30.38万，占总人口的 74.35%，人多地少，出

现山区农业县无地可耕的尴尬，尽管一产比重相对

偏高，生产总值却只有8.88亿元。[12]6-8，11这种背离现

象说明农业部门仍处相对落后状态，表现出“虚高

度化”产业结构的基本特性。一是“机器换人”有

所进展，但仍显滞后。多山地形使耕地多数分布在

山坡上、河谷里，呈离散化、阶梯状特征，流转整

合不便，不利于大型农机的使用，导致农场化、基

地化发展受限，农业生产率和现代化程度难以提

升。2018年，全县53.85％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2017年为 74.9% [14]）比较差

距不小；农业机械总动力只有68 758千瓦，居于全

省后位，仅略高于泰顺、青田、云和等县[13]17-30。二

是新兴生态产业有所发展，但占比不高。2018年全

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56亿元，农、林、牧、渔、

服结构比例为82.0∶7.7∶7.8∶1.3∶1.2，显见农业

比重过大，比全省、全市分别高出 34.0、35.4个百

分点，服务业占比则较低，分别比全省、全市低

1.6、0.9个百分点，表明一产发展仍是以传统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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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见表2）。虽然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模式已形成，但难以推广，运行不畅；高效蔬

菜气雾栽培、无土栽培、智能育苗等技术也已应

用，但处于起步阶段，占比很低。同年，谷物、水

果、茶叶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只有 28058 吨、

48423吨和474吨，在全市主要产区中偏低，反映出

生态农业量的有限性。[13]17-29

2.工业基础薄弱，生态高技术产业发展艰难。

表2 2018年文成县与浙江省、温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结构比较

区域

浙江省

温州市

文成县

比较项

总产值（亿元）

占比（%）

总产值（亿元）

占比（%）

总产值（万元）

占比（%）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157.25
100

223.73
100

125583
100

农业

1517.96
48.0

104.28
46.6

102967
82.0

林业

177.01
5.6
6.44
2.9

9622
7.7

牧业

331.80
10.5

32.22
14.4
9800
7.8

渔业

1043.27
33.0

76.15
34.0
1643
1.3

农林牧渔业服务业

87.21
2.8
4.65
2.1

1551
1.2

数据来源：《2019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局网。

不管是地理位置、容纳空间，还是资源要素、产业

链条，文成都缺乏发展工业的优势条件，横向比较

落后状态明显，不仅总量低，且主要依靠优惠政策

和较低地价承接低附加值转移产业，突显了“虚高

度化”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2018年，全县工业生

产总值只有 9.89亿元，规上工业企业单位仅 23家，

在全省排名皆为倒数第四；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只有 0.17万人，位于全省倒数第三，仅高于景宁、

嵊泗两县。[13]17-24，17-31，17-33从国民经济行业来看，同年

全县工业仅涉及制造业中的 11 个行业和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其中以水电能源、水泥

制品、阀门铸件、装备制造和汽摩配件为主导产

业；且所有规上工业企业皆为小微企业，货币资

金、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总计仅5.48亿元，固定

资产原价总计仅4.98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

0.56亿元，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不高，技术研发和抗

风险能力较弱，产业升级发展步履艰难。[12]37-41，160-161

3.服务业“假性”超前发展，产业根基不实。

文成三产的高占比并非经济高水平发展的结果，而

在于旅游业的较快发展 （2018 年旅游总收入达

56.48 亿元 [15]），及较高的转移支付收入和大量华

侨、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带来的收入拔高居民消费水

平（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 698元，高于

洞头区和永嘉、苍南、泰顺三县，与其他县、市、

区接近 [12] 152 － 153），从而使得三产的增速和体量与

一、二产业形成较大反差，比重得以超常提升。

1994 年全县生产总值 5.09 亿元，其中三产 1.96 亿

元，是一产（1.75亿元）的 1.12倍、二产（1.39亿

元）的 1.41倍；2018年全县生产总值增长到 97.47
亿元，其中三产达 65.03 亿元，是一产 （8.88 亿

元）的 7.32倍、二产（23.56 亿元）的 2.76倍。[12]11

横向比较，2018年，文成三产生产总值在全市仅略

高于洞头区和泰顺县，比乐清市、永嘉县分别少

536.87亿元和175.42亿元；一产生产总值也仅略高

于洞头区和泰顺县；二产生产总值则处于全市末

位，比乐清市、永嘉县分别少433.06亿元和153.84
亿元。[13]17-24结合人均生产总值位于全省、全市末尾

的状况，说明文成服务业超前发展是一种“假性”

的表面现象，缺乏整体产业经济较充分发展的基

础，彰显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的典型性。同

时，县域旅游资源独特性精品型并不突出，吸引力

欠强，各景区都打同质“生态山水”牌，存在恶性

竞争现象，有开发一家淘汰一家的趋势；民宿热似

乎也在“退烧”，业主反映客流量与往年相比减少

了很多。生态旅游能否做大做强，服务业能否健康

持续发展，令人担忧。

（三）人才缺乏和高标准水源保护政策形成制

约瓶颈

人才和政策制约，是文成经济发展滞后和“虚

高度化”产业结构形成的深层因素，构成了高质量

发展的瓶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县

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小学及以下占多

数，受中等和高等教育人才紧缺。[16]52018年全县中

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分别只有 1085
人、1.01万人，在全市仅略多于洞头区，从全省来

看排名也居后。 [13]17-40同时，中等教育质量总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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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毕业生难以适应各种技术工作，加上回乡和引

进的高学历人才不多，县域人力资本空缺严重，创

新能力不强。如2018年全县专利申请授权量仅314
项，为温州市最少，在全省排名倒数第四；发明仅

36项，在全省、全市排名都居于后位。[13]17-41这导致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新兴绿色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

展都缺乏智力支撑，掐住了县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神经”。再者，文成是珊溪水库的核心区，全

县 87%的面积被划入水源保护区，94%的面积处于

集雨区，覆盖全部乡镇和 98%的行政村。[17]珊溪水

库作为温州的“大水缸”，对水源提出了高环保要

求，县域内污染型产业禁止进入，工业生产废水要

作深度清洁处理，畜禽养殖污染全面整治，许多旅

游项目被限制发展。这对产业发展造成极大空间约

束，只能从清洁生态产业方向寻找出路，加上人力

资本不足的叠加制约效应，高质量发展难度极大。

四、“虚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修
复：文成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质”的追求与“量”的增长的

辩证统一。[18]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

要素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扩大有

效供给。文成县产业结构非合理化严重，“虚高度

化”突出，县域经济存在“量”不足、“质”不高

的双重局限，推进高质量发展更要把住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主线，着力于“虚高度化”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修复，夯实产业基础，促进高级产业结构脱

“虚”向“实”，实现县域经济发展量质齐升。

（一） 着眼于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绿色健康需

求，加快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步伐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也是二、三产业发展的

基础。在全县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双偏低的情

况下，应努力增强农业生产水平，推进绿色生态农

业多元发展。首先，强化科技支撑，充分运用现代

化农业装备和生产技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效

益为前提进行农田机械适用性改造，推广适合山区

的中小型农机具，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大力支

持气雾栽培、无土栽培、智能育苗等高新技术的推

广应用，克服农业“人多地少”的资源局限和“靠

天吃饭”的自然依赖。其次，加强新型农业生产组

织构建，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以自愿为前提

合资组建“农机联户”，或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户

独资购置农机，与若干农户签订服务协议，组建

“农机协作组”，形成农机共享机制；发挥典型示范

作用，推广家庭农场、联合农场等新型经营模式，

向规模化、产业化要效益。再次，强化市场导向和

品牌意识，大力发展绿色健康适销农产品生产。目

前全县农产品牌已有多个，但有注重“树”忽视

“保”之嫌，品牌效应不强，效益有限。必须转变

观念，注重品牌的持续发展，做大做强，产生高效

益。鼓励发展生态养猪场，形成有机农业生产链，

既杜绝对环境的污染，又能向市场提供高质量有机

农产品。山区野菜资源丰富，价格较高、销路较

好，可推行规模化种植；食用花卉种植效益高，西

坑镇让川村种植园已经有了成功经验，应加以

推广。

（二）着眼于产值增长、农民转移就业和水源

保护，发展生态高技术工业产业

工业产值低是文成经济总量难以做大的根本原

因，发挥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促进工业经济发

展，是县域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是大力发展加

工工业。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以加工作坊为基

础，改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方式，打造高质量高端产

品来料加工基地；积极引进发展健康保健食品产

业，利用优质保健食品原料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

打造绿色健康食品工业基地，并带动生态农业发展

和农民转移就业。二是做大做强现代制造业。因容

纳空间狭小，制造业发展要求精求强，做大做强一

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如我国是汽车生产和消费

大国，汽摩配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可选择汽摩配产

品生产为工业主导产业，打造汽摩配生产集群，形

成规模效应，建设高质量、大规模、在全国有较大

影响力的汽摩配生产基地。三是发展生物医药工

业。凭借高质量生态环境优势，开发绿色中药材植

物资源，依托大学生物医药科研力量，研制新型抗

癌类生物医药、瘦身美容类健康药物，逐步形成绿

色生物医药生产基地。

（三）着眼于促进一、二产业发展和以旅游为

核心的消费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

农业、工业相对落后，造成文成生产服务业的

市场空间非常狭小，发展受制；生产服务业发展不

充分，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工业的升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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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此情况下，生产服务业发展应实行“两条

腿”走路，有市场空间的交给市场去做，缺乏市场

空间的由政府提供。特别是在基础配套、科技支

撑、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面，政府要有作为、

多作为，为产业转型发展解决难题、提供帮助。生

态旅游是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将其做大

做强是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一着。现旅游景区品质

总体上还不够高，知名度不够响，客源局限性大。

不过文成同时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优越的生态环

境、丰富的生态农产品，与旅游产品有机结合，形

成综合性优势则是少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

和健康成为两大需求趋势，文成恰在这两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条件。因而，打造浙江甚至全国知名的生

态旅游健康养生基地，是文成最适合的发展方向，

也与建设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战略相契合，并

能全面带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发展。

（四）着眼于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

撑，加强人力资本培育

人力资本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文成产业发展必须打破人才制约瓶颈。要坚持外引

和内培并举，造就高层次经营人才，构筑人才高

地。一是建立人才引留机制，形成人力资本集聚效

应。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应在家庭安

置、子女入学、职称评定、配偶工作、住房保障等

方面提供便利服务，以更优惠的条件引导优秀大学

毕业生、高级人才来就业创业，并给现有高级人才

以应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让各类专业人才

想进来、愿留下，自觉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同

时，创新高层次人才引留方式，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智理念，拓宽人才引进渠

道。二是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人力资本量质齐

增。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技能

为根本，围绕县域产业发展特点，加大对农民进行

现代农业、生态工业、新兴产业、经营管理等方面

适用性知识技能教育培训力度，大力培养高质量、

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本土实用型人才。同时，要加

大本土高级专业人才定向培养力度，提高高学历进

修补助额度，建立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的强激励机

制，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层次，消除借用外脑、依赖

外力存在的成本较高、时机延误的不利影响。[16]8

（五）着眼于水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

设，推进生态生产市场化改革

保护、培育优越的生态环境既是保护温州“大

水缸”的需要，也是文成县生态产业持续发展的需

要，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但是，保护、培

育优越生态环境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必须得到相

应的补偿。特别是洁净水源有特定的消费和受益

者，理应向提供者支付相应费用。现有生态环境的

保护、培育方式主要是政府推动和水源保护补偿，

存有动能不足、补偿不到位等弊病。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应树立“生态生产”理念，用经济思维解决

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培育是

一种生产行为，既要付出要素成本，也要付出边际

成本，成本付出必须在市场中得以补偿，生态生产

才能持续。一方面，要适当提高饮用水收费标准，

提成一部分用于补偿生态生产费用和放弃产业发展

而付出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县内各种生态产业

主也是优越生态环境的直接受益者，理应缴纳一定

的生态生产费用。筹集的生态生产费用进行统筹安

排，对农户付出的边际成本作适当补偿，对居民垃

圾污水处理作一定的奖励性补偿，对绿化、美化等

直接支付生产费用，从而使“生态生产”成为一种

新产业，使生态生产、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实现以市场化运作推进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永续性优越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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