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23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县域经济发展形势报告：以山东省临沭县为例

刘玉杰

临沭县店头镇农业和财经服务中心，中国·山东 临沂  276703

【摘　要】本报告以山东省临沭县为例，深入分析了其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优势、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

势。通过对临沭县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了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策略和建议，旨在

为其他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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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县域经济在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山东省临沭县作

为一个具有独特资源和产业基础的县域，其经济发展情况

对于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深入研究临沭县的经济发展形势，对于推动临沭县乃

至全国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临沭县经济发展现状

（一）经济总量与增长

近年来，临沭县经济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地

区生产总值逐年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最新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临沭县户籍人口66.49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52.26万人，城镇人口36.16万人，农村人口16.10万人。

临沭县新增城镇就业7416人。全年共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7839人，其中创业培训163人。临沭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7316元，增长6.02%。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465865元、17656元，分别增长5.3%、6.9%。临沭县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8796元，增长8.1%。城镇居民生活

消费支出为23408元，增长7.1%；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为

12864元，增长10.8%。

（二）产业结构

1.农业

临沭县是农业大县，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稳定，经济作物如花生、蔬菜等也有一定规模。同

时，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涌现出了一批农业

龙头企业。其中，金丰公社作为全县农业合作社的典型代

表和龙头企业，汇集全县规模以上农业合作社68家，形成

产业集群。由联合国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金正大

集团等多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的金丰公社，是一个现代化

的农业服务平台。以“建设现代农业智能化绿色农业”为

目标，聚焦农业金融保险、农资套餐、农业生产托管、农

产品销售这四大业务，全力打造一个开放的现代三农服务

平台，金丰公社立足自身的种植产业链优质资源，逐步形

成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链，为6700万农户提供全方位高质

量的农业产业链服务。主要涉及现代农业服务平台、农业

金融保险、农资套餐、生产托管、农产品销售等上下游产

业链。

2.工业

工业是临沭县经济的重要支柱。形成了以化工、机械制

造、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化工产业发展较为突

出，拥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的化工企业。临沭

县产业发展定位明晰，工业基础设施完善，形成了以新型

肥料及高端化工、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

及食品加工、柳编文创两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3+2”产业

体系，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总体实力最强的优质复混肥

生产基地、柳编加工产业基地。作为肥料产业的龙头企业

金正大、史丹利、金沂蒙和食品产业的代表企业东盛食品

有限公司逆风上涨，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实现。

3.服务业

服务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涵盖了商贸流通、金融保

险、旅游等多个领域。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临沭县

依托自身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积极打造旅游品牌，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

2024年全年承办包括14次市级赛事活动的各类赛事

416次。现有体育类社会组织30余个，近30个健身指导工

作站。各级各类注册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人员近2500名，其

中，国家级资质者16人。

三、临沭县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

临沭县地处山东东南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境内有6条省市级公路、1条铁路贯穿而过，便于货物

运输和人员往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支撑。

临沭县，行政区隶属山东省临沂市，该县位于临沂市东



14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23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南部，北靠莒南县，西邻河东区和临沂市经济开发区，

西南部与郯城县相连，东南边陲与江苏省连云港市赣

榆区、东海县接壤，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区域总面积

1010.19平方千米，地势东北部为丘陵，地势较高，西部

和南部为狭窄河床，地势较低，属于暖温带季风区半湿

润陆地气候，偏干旱，正常年份平均气温14℃左右。截

至2024年12月，临沭县拥有临沭、郑山2个街道和玉山、

青云等7个镇。拥有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便利的交

通设施和条件。

（二）资源禀赋

1.矿产资源

临沭县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县域内主要分布着大理石、

金刚石、重晶石、石英石、陶土、粘土页岩、优质矿泉

水等20余种，其中金红石、陶土、粘土页岩的储量相对丰

富，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开采利用价值，闻名全国的“

常林钻石”就出土在临沭县曹庄镇常林村，享有“钻石之

乡”的美誉。为相关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资源。

2.水资源

临沭县多年观测地表水平均径流量约为2.86亿立方米，

可利用水资源全年平均量约为1.36亿立方米；过境沭河观

测评估量年平均约9.826亿立方米，分沂入沭水道约0.81亿

立方米，来自黄白沟流入约486万立方米，自青云拦河坝引

入约1.03亿立方米，总计12.152亿立方米。地下水多年平

均总储量1.79亿立方米，其中静储量1.28亿立方米，可开

采量为0.47亿立方米。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用水、工农

业生产用水的需要。

（三）产业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临沭县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领

域积累了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效

应。产业配套较为完善，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

产业竞争力。临沭县作为革命老区，工业起步晚，重工业

基础薄弱，规模小，产业链相对脆弱，技术比较落后。主

要有机械、化工、化肥、柳编、食品、酿酒和纺织等产

业，其中肥料行业为龙头，是全国最大的复混肥生产基

地。复混肥年产量高达1200余万吨，曾荣获“全国优质化

肥生产基地先进县”光荣称号，同时也是脱水蔬菜制品产

量较大的县。

（四）政策支持

政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取得显著成效。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在财

政、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企业大力支持，为经济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临沭县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虽然临沭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工业中传统产业占比较大，新

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

升。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服务质量和效能相对较低，不能

满足经济社会和一、二产业发展需要，三次产业融合力度

不足，科技含量、智能化程度、服务效率都有待进一步优

化提升。

（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受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发达地区对相对落后

地区的优质人才的虹吸导致临沭县优质高科技人才常年大

量流失，工业起步晚，规模小、基础脆弱，科技含量低，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

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其中，第一、二产业高质量科技人才短缺明显，严

重制约了工农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三次产业科技含量不

高，管理模式相对落后，技术含量相对薄弱，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滞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相对较弱，不能满足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三）环境保护压力较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工业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如何在经济

发展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临沭县面临的

一个重要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污水、城市生

活污水、农药化肥污染数量增长速度过快，治理难度和压

力较大。

（四）区域竞争加剧

在全国县域经济竞相发展的大背景下，临沭县面临着来

自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其他县域在产业发展、政策优惠

等方面也不断加大力度，这对临沭县的招商引资、产业升

级等带来了一定压力。随着科技进步和互联网、人工智能

的发展，临沭县临近的江苏省和毗邻县区纷纷上马化工、

肥料、外贸、食品加工等工业项目，导致主要企业外部竞

争压力增加，利润空间明显下降。

五、临沭县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一）产业升级与转型

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急

剧变化，临沭县将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步伐。传统产业将

加大技术改造和创新力度，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

向发展。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医药等，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

（二）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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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不断推动企

业于科研机构、高校进行技术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培养和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逐步形成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科技

创新体系。从财政扶持、税收优惠、土地资源倾斜等多方

面全方位引导企业走科技创新发展之路，激发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热情，推动经济社会向科技、绿色、可持续、高质

量方向发展。

（三）绿色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走绿色发展之路。加强工业污染治理，推进农业绿色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临沭县坚持新发展理念，宏观部署产业布局，积极发

展绿色循环生态农业，不断推进农业发展模式向绿色可持续

方向发展，不断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赋能，把农村的种植、养殖、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统

筹规划、一体建设，从根本上推动种植业零农残农产品、零

抗生素养殖业、零污染畜牧粪便排放、乡村垃圾零堆放的“

四零”绿色生态循环发展模式，把曾经的污染源变成多种市

场主体争相竞逐的优质资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四）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协

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形成区域发展合力，提升临

沭县在区域经济中的竞争力。

六、促进临沭县经济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加强产业规划与引导

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重

点，引导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加强对产业

发展的宏观调控，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2024年临沭县

借助政策条件，新建高标准农田6.3万亩，新培育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示范联合体3个，又有7家企业入选市

级长三角中心城市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临沭蓝莓”品牌

入选我国国家“名优特新”农产品目录，同时在“源自临

沭·服务全国”产业目标的引领下，临沭县金丰模式在全省

推广示范，临沭县农机中心以先进的理念、一流的核心技术

斩获国家级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荣誉称号。在乡村振兴观摩成

绩展上，荣获全市第2名的好成绩，连续多年荣获省粮油绿

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称号。

（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设立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

体系，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

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近年来，临沭县锚定“建设科技创新示

范县”目标，厚植创新沃土、塑强科技支撑，切实把科技创

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强县建设的“最大增量”，荣获“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国家知识产权强县示范县”“全国

科普示范县”“山东省技术转移先进县”“全省科技副职工

作先进单位”等。

（三）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倒逼企业进行

绿色改造。推广应用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发展绿色产业和

绿色产品。加强生态修复和建设，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

境。临沭县在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和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深入

调研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生产要素分布情况，秉持“创新

发展、工业先行”的战略不动摇，以推动全县经济绿色持续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增强人民福祉为核心，建立亲清政商

关系为契机，不断推动新动能培育与转换、不断实现传统产

业改造转型和升级，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满意度不

断提升。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到临沭县创新创业。加

强人才培养，依托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培养适应产业发展

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

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政府服

务效率和质量。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临

沭县。

七、结论

山东省临沭县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备

诸多优势，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在未来的发展中，临沭县

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应对挑战，加快产业升级和转

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协

同发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临沭县的经济发展经验也可为其他县域提供有益的借

鉴和参考，共同推动我国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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