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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集聚视角下河北县域工业化转型升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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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河北县域工业化的发展对资源依赖性强、产品附加值低、发展空间限制、环境压力

大，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河北传统工业的升级改造是河北县域工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已然成

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本文对河北省县域新兴产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搭建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平台不失为当前最好的模式选择，并提出了基于新

兴产业集聚的河北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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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县域工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源

依赖性强、产品附加值低、发展空间限制、环境压

力大的特点，不走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

业的路子，要想使县域经济发展腾飞就是一句空口

号。特别是河北三十弱县，更应将县域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北京领跑津冀的优

势，将北京优秀的人才、技术等要素“输血”河北

县域，从而增强河北工业发展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  

一、河北省县域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一）河北省县域产业发展对资源消耗性大 

河北省县域经济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河北省绝大部分县域都拥有一个特色

产业集群，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

进作用。但河北县域现有产业的发展大多数依靠资

源性托型，其发展呈现出对市场和资源高度依赖火

电、钢铁、水泥、玻璃和化工制药等行业。这些行

业也是影响我省空气质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

放的行业。比如，河北经济的第一支柱钢铁行业产

业过剩尤其令社会所关注。据有关数据统计，河北

省钢铁的产能、产量均超过全国的 1/4。 

与工业结构密切相关的是能源结构，河北省的

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一吨钢

耗煤 1.5 吨来算，钢铁行业去年耗煤 2.7 亿吨。2012

年石家庄市的能源消费量达到了 6100 万吨标准煤，

是 2000 年消费量的 3 倍。
[1]
河北省仅唐山一个市燃

煤消耗量每年高达 9700 万吨，相比之下，湖北全省

年消耗燃煤仅 1.1 亿吨。从经济效益衡量，众多“高

耗能、高污染、低效益”项目的钢铁产业聚集，最

终的投入产出为 60%，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刻不容缓。 

（二）新兴产业发展不均衡 

河北省当前县域产业存在主要问题有：有特色，

但规模相对较小；有市场，但档次普遍较低，而且

大多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且有些地方选择特色产

业并不符合当地实际。 

河北县域经济中的新兴产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

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实力强的，在全国百强县占有

一席之地，比如入选 2016 年全国百强县的河北迁安、

武安、任丘和遵化是河北县域经济的佼佼者。迁安

市将现代物流业与精品钢铁、现代装备制造业确定

为三大主导产业，向服务资源型经济转型，体现了

新兴工业作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

类是经济实力较弱、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市，新兴产

业发展几乎处于空白，对推动当地经济的贡献微乎

其微，这些地区从区位上来看，基本处于老少边穷

地区，产业和经济上的特点一般概括为农业大县、

工业弱县、财政穷县。 

（三）新兴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潜力巨大 

河北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

新兴产业。当前，河北省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在精

品钢铁、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随着我省县域经济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新兴产业在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过程作用越来越大。 

纵观 2015 年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榜单中，迁

安、正定、任丘无不是新兴产业对当地的经济贡献

巨大。其中 2014 年迁安市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中，

采选业和钢铁业同比增长不超过 5%，但装备制造业

在迁安工业增加值中的增加比重高达 19.5%，借助新

兴产业，迁安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力显著提高。任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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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如此，借助新兴产业的强劲发展，经济总量

连续多年位列沧州市第一。 

在其他新兴产业上，近年来，河北省注重用科

技和创意的元素引领和打造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此带动下，一大批科技融合项目得到蓬勃发展。

2014 年，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认定

上，承德市成为全省第一个认定的地级市，承德所

打造的鼎盛王朝文化产业园展演基地也成为文化科

技融合创新的典范。同时，承德市在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中，还培育创建 10 个特色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园区，着重培育 30 个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企业，实

施 50 个文化科技创新重点项目，使得承德全市文化

科技示范基地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150 亿元，占全

市 GDP 的 7.5%，成为全市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2]
。 

二、河北县域经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集聚互
动发展模式的选择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县域类

型、不同时期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纵观县域经济

的发展道路，不外乎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区

位优势型发展模式、特色经济型发展模式等几种模

式，虽内容各不相同，但不管什么发展模式，都要

结合本地实际，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且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在金融创

新、科技创新的催生下，奉行低碳、低耗、循环、

绿色的新兴产业生产方式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所占的

比重也越来越大。 

随着新型工业化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越来越大，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适应这一

转变，更多时候不光是涉及到技术和工具层面的改

变，还涉及到还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分工方式、企业

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甚至到人的思想观念的全

面改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因增添了信息化的内容，

传统工业化的目标相对也更易实现。 

结合当今河北县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背景下，搭建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平台不

失为当前最好的模式选择，在此模式下，可引导京

津冀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加快推进京津冀产业分工

合作、优化布局、创新升级、协同发展，进一步参

与京津区域合作，最终实现河北县域跨越式发展。 

在河北省县域产业与京津产业的对接中，河北

省的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新材料产业、轻纺食品产业等大

有作为。以河北廊坊为例，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引

力，全市对现有园区进行整合，最终确定了 12 个承

接京津产业转移的重点开发区和高新园区，每个开

发区和园区都吸引了北京和天津企业的入驻，有的

甚至将华北、北方总部（基地）落户廊坊，整个廊

坊形成了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

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云集的良好发展局面。 

三、基于新兴产业集聚的河北县域新型工业化
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县域新型工业

化的发展应基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植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双轮驱动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抓传统产业

扩能升级，在合理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现有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联动机制和协同作

用，通过建设创新平台，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另一方面要抓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大力推进推进新

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精品钢铁等项目建

设带动新兴产业聚集形成发展合力。笔者建议具体

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做文章。 

（一）引导县域经济中过剩产能向国外积极转移 

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河北省 2014

年经济增速为 6.5%，比 2013 年经济增速 8.2%的下

滑了1.7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由2013

年的 9%降至 5%，下降幅度尤为明显。而经济下行主

要原因是削减钢铁、水泥、玻璃等落后产能。据测

算每压减 1000 万吨钢铁产能，企业最低亏损 300 亿

元，将近万人下岗或失业
[3]
。 

尽管从 2013 年 9 月开始，我省积极化解钢铁等

产能过剩，但我省钢铁产量 2015 年仍然位居第一，

钢铁价格连续走低，不少企业步入亏损阶段。许多

钢铁企业纷纷压缩钢铁产能，压缩产能短期内带来

的是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减少，据统计 2014 年企业至

少损失 450 亿元，照此下去，到 2017 年损失将达到

1800 亿元。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压缩过剩产能

只是暂时的疼痛，换来的确是经济质量的提升，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利用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河北省应积极引导影响我省大气环境质

量、产能过剩矛盾最为突出的行业，充分挖掘行业

自身存在的优势，把产能向国外进行转移。在当前

以钢铁行业为例，从硬件和技术角度看，我省冶炼

设备和冶金技术在企业挖潜改造的推动下，日趋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钢铁行业跨出国门时机已经成熟。

钢铁企业应跨出国门，主动与国际矿业大国及发展

中国家洽谈、合作。 

（二）以政府为主导，大力调整发展河北省县域经

济中的特色产业、支柱产业 

政府应在引导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开发、转化、

正确投资和创新能力建设上，从减轻企业的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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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考虑，应该承担一部分风险，出台一些优惠政

策，划出一部分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河北县域经济

的支柱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河北省政府用在支持

发展新兴产业的每年专项资金在 10 亿元，2016 年 4

月份河北省政府更是首期出资 5.5 亿元，设立战略

性新兴产业引导资金，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重点

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主导产业，

从而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后劲和整体竞争力。 

在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上，应借助与科研院校、

研究院、行业协会的合作，建立联盟，使之得到智

力支持。比如，利用河北省廊坊、衡水和保定的良

好服装加工业的地位，加大对服装加工、纺织业的

改造力度，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接京津功能

疏解和服装产业转移，搭建与京津的服装院校、企

业、政府及行业间的沟通和交流平台，探索校企合

作、产学研联合发展的新模式，全面发展纺织业，

使河北省纺织业重新焕发活力。 

（三）调整产能过剩项目生产布局，积极与高端装

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河北省目前一方面普通钢铁产品产能过剩严

重，另一方面却面临国内生产不了圆珠笔的“圆珠”

的同样遭遇问题，一些高端装备用特殊钢材大量从

国外进口。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说明我国生产特种

钢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利

用高新技术对传统项目改造升级，与高端装备制造

业积极融合发展。 

在高端装备产品用钢上，钢铁企业应对钢铁项

目进一步细分，大力发展高铁用钢、汽车用钢、造

船用钢、工模具钢等专用钢、特种钢，提高产品附

加值，向高精深专方向发展。 

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上，借助《河北省先进装

备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

出台，顺应装备制造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国

际化等发展趋势，重点瞄准智能制造、先进轨道交

通、汽车、新能源、航空、海洋工程、基础装备、

工程与专用装备等八大领域，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

具体而言，利用环绕京津的地理优势，以汽车产业

为龙头，打造整车知名品牌，须加快发展通用飞机、

航空航天航海、新型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推进集

成电路封装设备、医疗电子设备、汽车自动化生产

设备、智能机器人等特殊装备加快发展，实现装备

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跃升。 

（四）借助“互联网+”和 《中国制造 2025》，促进

新兴工业生产方式绿色化 

低碳、循环、绿色生产方式应是新兴工业发展

的应有之义，河北各个县市区要不断探索新兴产业

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高科技与工业融合势态近几年发展迅猛，一些

产业新业态也是应运而生，层出不穷，但在融合的

过程中缺乏核心技术。只有拥有关键的核心技术，

才能真正提升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工业化发展过程

中，应充分发挥产业链的价值，充分挖掘这些产业

的发展潜力，从纵向和横向上延伸和丰富其产业链，

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工业的绿色生产方式上，一方面，将新技术

在工业化过程中应广泛使用。另一方面，还应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完善工业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立

再生资源的循环产业链。当然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同

时，还应借助“互联网+”，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电商平台的建设来调整河北产业结构。 

（五）构建系统政策扶持体系，完善投融资机制，

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资本化 

工业化的发展最终要走向市场，将工业产品及

其衍生品推向市场。随着工业化和资本市场发展的

要求，如果产业的最终成果符合了市场产业化和资

本化发展的要求，就成了产业的一部分，不然产业

成果也只是产品，没有起到嫁接企业与市场的桥梁

作用。 

调动高等院校等产业研究机构加强对高新技术

的探究及产业化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为国家相关政

策体系的完善提供科学的论证依据。此外，无论产

业的开发还是其产业化的实现都离不开巨额的资金

投入。政府在出台系统扶持政策的同时，还要加强

传统产业发展与新兴产业传承互促共进机制建设与

金融体系的结合，加速金融机构变革及金融产品创

新步伐，积极利用互联网金融等新兴融资平台拓宽

传统产业发展和新兴产业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企业

上市门槛，引导企业积极通过创业板上市，提升产

业化的社会融资能力，鼓励风投平台积极关注传统

产业化的市场潜力，提升风险投资对传统产业发展

与新兴产业互促共进机制构建的贡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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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与社会实践能力相结合的社会志愿服务

形式 

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深入接触社

会、与社会提前进行“磨合”的重要途径。因此，

要探索和创新能够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社会

志愿服务形式，使大学生在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培

养自己的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承受挫折

能力。从而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自我意识的

培养。 

（三）探索与择业就业相结合的社会志愿服务形式 

把大学生社会志愿服务与其择业就业结合起来

是我国大学生社会志愿服务形式的创新。比如“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

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西部贫困县从事为期 1-3 年

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大

学生社会志愿服务与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机结合的成

功尝试，也是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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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udy on the social volunteer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AO Hong-x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Volunteer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an effective carrier and an important way of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activ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volunteer activi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forms of 
social volunteer activ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better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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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ebei county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erging industry cluster 

WANG Hua-dong, XU Yun-hong, WANG Min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Hebei county industrialization shows stong dependance on resource, low additional 
value of product, limited developing space and heavy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It is a key way to promote 
Hebei’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y the emerging industries’ development for 
development of Hebei count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y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pushing the county 
economy’s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ebei country emerging industries is analyzed, establishing the 
docking platform of the industry transfer among Beijing-Tianjin-and-Hebei is proposed as the current bes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and-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finally some 
specific path selections of developing Hebei county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he emerging industry 
cluster are give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emerging industries; county industry; Beijing-Tianjin-and-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