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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本版图文由嘉善县委宣传部提供）

深入探索实践县域高质量发展，既是巩固提升县域经济地位作用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更是浙江开启“两

个先行”伟大征程的战略重点和关键所在。前段时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新发展阶段浙江嘉善县域高质量发

展示范点建设方案》，这个全国唯一的示范点，赋予了嘉善探索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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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达，
“高手如林”，昆山、张家港、江阴等县市占据
各类县域经济“百强榜”的前几位。反观嘉
善，其在榜单中的排名始终徘徊在 30 名左
右。既不是县域经济“第一梯队”，资源禀赋
也不是最优越，嘉善靠什么再次成为县域发
展的“新标杆”、成为“全国唯一”？

事实上，对于“县域高质量发展”这一命
题，嘉善准备了近十年。2013 年和 2017 年，
国家发改委分别印发《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
展示范点建设方案》和《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
展示范点发展改革方案》，这让嘉善抢得了先
发优势，在“县域发展”这一课题上开始了“十
年磨一剑”的探索与实践。

十年耕耘，吹沙见金。充分利用坐拥长
三角“两省一市”交会点的区位优势，以及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重大战略的政
策红利，嘉善这些年踔厉奋发，在长三角县域
版图上占得了一席之地。

样本意义与可复制性是嘉善入选此次示
范点的内在逻辑。基于人口、面积、经济总
量、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公共服务供给等因
素的综合考量，对于数量众多的同类县域来
说，嘉善很有典型性，其在县域发展方面的探
索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样本意义和可复制性。

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处理经济发展
与环境承载能力、要素瓶颈制约与创新发展、
优质资源被周边大城市“虹吸”等问题，是县
域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难题，
在这方面，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
可以给全国其他县域提供答案、提供路径。

为什么是嘉善
正如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所说，“浙江嘉善县域高质

量发展示范点建设不是‘栽盆景’，而是要探索县域高质量
发展路径模式，形成制度创新经验，引领带动全国更多县域
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力实施一批示范点重大改革、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和
重大政策，破解全国县域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发达地区
率先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难题，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板，成为嘉善的重要任务。

推进重大平台建设及增强带动效应。抓住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重大机遇，加大对嘉善多维度重大平台建设支
持力度，统筹推动嘉善本地与飞地平台协同发展、政府与企
业平台优势互补、实体和虚拟平台资源整合，为嘉善技术创
新、制度创新、协同创新提供坚实的载体支撑，不断提升嘉
善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能级和地位。加大对嘉善重大平台创
新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力度，引导相关技术成果、制度成果在
全省应用，切实增强一体化在赋能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战
实效。

推进重大改革探索及强化复制推广。支持嘉善围绕实
现县域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目标，注重系统化思维、运用数字
化手段，聚焦共同富裕、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改革等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谋划推进突破性抓手和重大改革。支持嘉
善及时总结提炼改革理念、方法、经验，向全省乃至全国进
行宣传推广，更好地发挥嘉善示范点的标杆和示范作用。

推进重大要素保障及做好评估反馈。积极应对高质
量发展的要素供需矛盾，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新的
机制、新的方式加大对嘉善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的保障
力度，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有序推进；另一方面
支持嘉善通过改革创新、自我挖潜，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探索，推动资源要素实现高效配置，突破资源要素配
置瓶颈。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及时准确全面
反映嘉善发展成效、问题，为科学指导嘉善县域高质量发
展提供依据。

接下去，省、市、县将协同发力、高效联动，弹好“协奏
曲”、唱响“大合唱”、发出“最强音”，共同打造全国县域高质
量发展金名片，努力为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先行探路、积累
经验、提供示范。

如何从“盆景”到“风景”

高质量县域要让老百姓得到最大的实
惠。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表现为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升级需求，让人民
群众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这也是共同
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期以来，嘉善用心
用情办实事、惠民生，县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占
比一直保持在75%以上。全县通过扎实推进
全民社保扩面提升，高水平建设县域医共体、
教育共同体、城乡养老服务体系等，为推动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挥积极作用，县
域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共同富裕
迈出可喜一步。2021 年，嘉善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倍差为 1.59，居全省各县（市）第 5 位；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324元，居全省第6
位。

未来一段时期，嘉善要在居民收入相对
较高的基础上，率先探索富民惠民安民新路
径，进一步高水平推动社会建设，推动居民收
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同步，物质富裕和精
神富有同步，努力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

高质量县域要让产业结构得到最大的升
级。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表现为产业体系
更加完整，生产组织方式更加高效，产品和服
务更高质量。在浙江产业结构由大纺织等传
统产业主导向带“电”的现代产业演进的过程
中，嘉善是当之无愧的先行县。进入新发展
阶段，嘉善将数字经济作为主导产业之一，深
度参与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协作，成功引入立
讯精密、格科微电子、富鼎电子、富通通信等
一批链主型企业和重大项目，并推进产业链
精准招商，与复旦大学共建国家集成电路创
新中心浙江分中心，成功集聚近百家半导体
产业上下游关联企业。目前，嘉善在设计、制
造、封测、设备、材料等领域已形成较为完整
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去年，嘉善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列浙江省县（市、区）第三，精密机械、
通信电子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29%和22%。

接下去，嘉善要发挥全省产业转型领先
优势，坚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

育并举，全面实施平台提升、主体培育、产业
配套行动，率先探索更富创新力竞争力的产
业高质量发展模式，为产业高质量转型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高质量县域要让生产效率得到最大的提
升。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意味着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亦即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长期以来，
嘉善坚持实施创新驱动首位战略，一方面大
力招引集聚创新要素，另一方面支持引导企
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促进创新对于经济增
长的贡献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贡献
加大。2021 年，全县完成高新技术投资 25.1
亿元，占制造业投资比重超过80%；全县人均
财政总收入 20721 元，居全省各县（市）第 7
位。

未来一段时期，嘉善要高水平推动科创
产业联动发展，着眼于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致力于营造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的良好
环境，落脚于创新平台、创新制度和创新要素
系统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全面激发人才、资
本、数据、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

高质量县域要让生态环境得到最大的保

护。从方法论看，高质量发展就是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生产效率提高，形成环境友好的自我约束。
嘉善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区，湖塘罗列、水网
密布，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嘉善生态环境保
护重大职责使命。长期以来，嘉善持续攻坚
克难治污染、美环境，探索形成水岸同治推进
全域水生态修复等一系列经验做法，推动生
态底色持续焕新，环境品质显著提升。目前，
嘉善已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浙江省森林城市，位居全国最具绿意百佳县
市第 14 位，被列入全省十个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样本。地表水县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
率达到100%，太浦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100%。

未来一段时期，嘉善要在持续巩固提升
优良生态环境基础上，率先探索打造江南水
乡全域秀美新图景，高水平推动生态优势转
化，站在拓展长三角蓝绿空间的高度，护好
水、守好田，用好“绿色系数”，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治理与生态经济融
合发展、良性互动，把生态资源优势更好转化
为绿色发展优势。

高质量县域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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