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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化同步”到“六化协调”：县域产业升级发展新思路 
王华东，徐运红，王敏 

（河北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与商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随着“绿色化”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服务化在我国 GDP

产值中所占比值越来越大，把“四化同步”适时调整为“六化协调”已是大势所趋。“六化协调”

发展与县域产业升级的密切关系为河北省县域产业升级振兴带来新思路，如何做？首先要找差距，

抓重点，提升县域“六化协调”整体发展水平；其次要加强“六化”各系统之间互动，提升县域

“六化”各系统发展水平；最后要制定区域化的“六化”发展战略，优化河北省“六化”协调发

展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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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内外环境的制约，县域经济增速普

遍放慢，产业升级亟待增速。自“绿色化”理念 2015

年首次提出，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改变。再者，

在中国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过程中，随着经

济服务业的增加、城镇化的推进、就业结构的变革、

消费结构的升级，经济服务化开始成为产业升级的

趋势所在。可以看出，绿色化是县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之路，服务化已悄然成为县域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因此把“四化同步”、“五

化协同”适时调整为“六化协调”已是大势所趋，

县域产业升级振兴指日可待。 

一、从“四化同步”到“六化协调”调整的必

要性 

(一)绿色化：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的“政

治任务” 

随着 2015年“绿色化”正式提出，并且将其定

性为整治任务，“四化同步”扩展为“五化协同”已

被官方所承认，这就明确提出，“四化”必须与绿色

化协同推进。绿色化包含生产方式绿色化、生活方

式绿色化、价值观念绿色化和制度建设绿色化等几

个方面，其中生产方式绿色化居于首要位置
[1]
。在生

产方式绿色化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不重视环保

进而逃避到一些企业从绿色浪潮带来的压力下获得

潜在利益，已过去 40年，在这期间，越来越多企业

尝到了环境保护所带来的甜头，成为这些企业经济

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增长点，“环保只赔钱不赚

钱”的负面形象已大为改善，通过政策调节和定向

开发使环境保护也是有利可图的。可以看到，强调

绿色化实质就是强调绿色经济，绿色化是要求经济

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相互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要和

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已正式进入“服务化”时代：“六化

协调”成为必然 

近年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手，对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作用十分明显。党的十八大关于推动服务业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论断，甚至国家发改委提出到

2025年服务业产值占 GDP要提高到 60%的长远规划，

无不显示服务业已正成为也必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

的强心剂、提高就业的第一大产业、常态经济下我

国经济调整的重要支撑。 

1.从服务业产值在我国 GDP所占比重来看 

2013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服务

业产值为 262204亿元，占国内 GDP的 46.09%，首次

超过工业的 43.89%比重，这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

过第二产业，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

时代
[2]
。 

随后，我国服务业以 2014 年的 8.1%、2015 年

的 8.3%速度快速增长，特别是 2015年所占 GDP比重

首破 50%，2016年更是增至 51.6%；2017年 1月份，

中国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3.5%
①
实现2025年所占

比重 60%的目标也指日可待，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引

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2.从服务业对我国 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来看 

表 1 列出了 2000—2014 年我国三大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对

GDP 贡献率和拉动逐年上升，特别从 2014 年开始，

赶超第二产业，2015年更是甩开第二产业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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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2016 年我国三产对 GDP 贡献率和拉动率统计表
②
 

指标 
第 一 产 业 对

GDP 贡献率 

第 二 产 业 对

GDP 贡献率 

第 三 产 业 对

GDP 贡献率 

第一产业对GDP

增长拉动 

第二产业对GDP

增长拉动 

第三产业对GDP

增长拉动 

单位 % % % % % % 

2006 4.4 49.7 45.9 0.56 6.28 5.84 

2007 2.7 50.1 47.3 0.38 7.08 6.73 

2008 5.2 48.6 46.2 0.51 4.66 4.46 

2009 4.0 52.3 43.7 0.38 4.79 4.06 

2010 3.6 57.4 39 0.38 6.08 4.17 

2011 4.2 52 43.8 0.4 4.88 4.2 

2012 5.2 49.9 44.9 0.41 3.82 3.52 

2013 4.3 48.5 47.2 0.34 3.69 3.66 

2014 4.7 47.8 47.5 0.35 3.41 3.6 

2015 4.6 42.4 52.9 0.3 2.9 3.7 

2016 4.4 37.4 58.2 0.3 2.5 3.9 
       

3.从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占我国 GDP的比重来看 

从 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以看出，2016年

北京、上海、天津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以

80.2%、69.8%、56.4%领跑全国；全国 19 个省份（或

直辖市）第三产业产值超过其他产业，2015 年这一

数据为 12 个；更有 12 个省份（或直辖市）第三产

业产值超过 50%，比 2015 年增加 4 个省份，第三产

业发展呈现强劲势头。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经济服务化和绿色经

济化的大力发展，从“四化同步”到“六化协调”

已成为必然，也只有坚持“六化协调”发展，现代

化才能真正最终成功实现。 

二、“六化协调”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经济

服务化和绿色化是“六化”的六个重要组成部分，“六

化协调”是指六部分之间要同步推进，要互动协调。 

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是带动城镇化与农业

现代化的龙头；城镇化是工业化、农业化和经济服

务化最重要的载体；农业现代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

基础和薄弱环节；信息化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工业化、经济服务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助推器；经济服务化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是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服务业既是城镇

化的必然趋势，又能够成为城镇化新的产业支撑，

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绿色化是构建“六化协调”

的基础，与其他五化皆可紧密结合，没有绿色化，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化就

会缺乏坚实的生态环境支撑。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

用图 1表示如下：

 

图1 “六化协调”及其内在联系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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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六化协调”的内涵可从不同角度理

解：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六化协调”的经济

内涵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人财物等各种要素在地理空

间上实现优化配置；生态环境视角看，是将“绿色

化”融入其他“五化”，共筑经济发展的生态底线，

共建城乡协调发展，共享生态带来的红利。“六化协

调”重在协调，各化之间要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共同推进，最终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三、“六化协调”发展与县域产业升级互动关系 

“六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如果将其撕裂或片面强调其中某一个方面，“六化”

就会互相制肘、互拖后腿、难以成功实现。实际上，

县域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

以在“六化协调”中得到解决，这是因为： 

（一）工业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基本支柱 

工业化本身就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基本支柱，是

促进劳动力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

重要手段。 

工业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要素不断聚集

的过程。县域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在经济困难时期

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带动县域经济“逆境飘红”，

在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上表现出色。随着县域工业化

的发展，也必将促进优势要素，如资金、技术、高

素质人才在县域的集聚，减少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

流失，并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仅会

形成外出打工中的成功者回乡就业和创业，还可能

会进一步吸引外部高素质人才进入县域发展。 

（二）城镇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

促进器，这是因为：一是城镇化可以创造巨大消费

和投资需求。目前城市消费基本接近饱和，在城镇

化进程中，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

空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基础建设为扩

大内需提供强大内生动力。二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降低文化、教育、医疗、商贸、公共交通等

基础设施的分担成本，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完善。 

（三）农业现代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农业现代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在现

阶段县域发展农业也只能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但

如今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趋势明显，农业依然是

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农业现代化为农民增收带来收

入效应，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扩大了农民

消费需求，进而推进了农村稳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收入效应与需求效应交互作用，进而促进农业优势

要素的聚集。 

（四）信息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推动信息化建设，是加快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

依托平台，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县域经

济都可与之结合，焕发县域产业新的动能。 

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新兴产业也会随着出现

并发展壮大，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对于县域

经济而言，信息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更好发

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规避劣势，为产业升级创造更

好的机会。 

（五）经济服务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服务化在我

国 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

的比重也越来越高，经济服务化将成为产业发展新

常态，是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然趋势。 

（六）绿色化是县域产业升级发展效果的重要衡量

指标 

县域经济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已成为

共识。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县域经济升级的突出地

位，把绿色发展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切实抓好县域

经济发展的重点，破解其发展中的难题，牢牢守住

“绿色底线”。那种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牺牲生态

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要坚决摒弃，绿

色化作为衡量县域产业升级发展效果尺子，是县域

产业升级换挡的的核心所在，是检验“六化”其他

方面发展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本质上是对其他“五

化”的总体把握。 

四、实现河北省县域经济“六化协调”发展的

思考 

（一）找差距，抓重点，提升县域“六化”发展的

整体水平 

因“六化”各子系统发展时间和基础不一，发

展就不能同步，再者因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子系统

之间就存在差距。从河北省的六个子系统发展来看，

因工业化基础较好，发展态势最好，随着城镇化和

信息化的持续乏力，增长也较快。从 2017年中国统

计年鉴数据，河北省 2016年农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

较大，发展势头疲软；服务业与其他省份相比，差

距明显；绿色化因是统领其他“五化”，任务艰巨。

针对以上问题，一是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契机，转

方式、调结构、提品质、夯基础、补短板，提升河

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二要转服务思维，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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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三要绿色化生产方式贯穿“五化”始终，

常抓不懈。 

（二）加强“六化”各系统之间互动，提升县域“六

化”各系统发展水平 

“六化协调”内涵丰富，联系紧密，如何发展？

县域经济在发展实践中如何去把握？建立一套能客

观反映其协调性又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来

进行约束必不可少。 

比如，新型工业化可从经济发展、工业效益、

工业高科技程度、环保能力；新型信息化可从信息

基础、教育科技、信息产业；新型城镇化可从人口

结构、城镇建设、市民生活、生态环境；农业现代

化可从农业效益、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绿色化可

从资源丰度、环境压力、绿色治理；服务化可从发

展基础、发展潜力、社会贡献等指标进行衡量，这

就要加强各指标之间的互动，提升县域“六化”的

协调水平。 

（三）制定区域化的“六化”发展战略，优化河北

省“六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实现“六化”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分

地区，分阶段进行。从“六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

来看，河北省“六化”协调发展空间差距较大，河

北省的县域经济划分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

一般发展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既然有差距，就要

设法补齐、赶超。本文建议： 

针对包括石家庄、保定、廊坊的冀中地区，是

环京津、环省会城镇重点发展地区，高新技术产业

发达，农业基础较好，石油、天然气、地下热水、

矿泉水等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因此应重点支撑廊

坊新能源、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力支持省

会石家庄作为京津冀现代服务业发展“第三极”发

展水平；支持保定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 

对包括邯郸、邢台、衡水三市的冀南地区，钢

铁、能源、煤化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装业较发

达，钢铁、煤炭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该区域东部为

低平原，是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对此区域，应

发展推动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加强工业化

的龙头带动作用，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信息化和

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带动作用，但在开发利用上

同时应注意到环境的保护，要着力推动社会经济发

展向绿色化转型，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中段的承德、张家口冀北

地区，地资源优势不足，但地处广阔的坝上草原，

因此可以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和旅游业，推动城镇

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 

对位于渤海海滨，包括秦皇岛、唐山、沧州三

市的冀东地区，拥有秦皇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

交通优势和千年历史文化古城优势，在此基础上，

秦皇岛应大力发展旅游业，唐山应依托北方世界级

大纲优势建设国际化沿海强市，依托钢铁产业优化

工业经济。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 2017年 2月 1 日发布数据。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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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ounty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Four M
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 to "Six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WANG Hua-dong, XU Yun-hong, WANG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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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greenization” and larger and larger ratio of the service 

economy to China’s GDP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it is the general trend to change "

Four M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 into "Six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

x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nd county industrial upgrading brings a new concept for the upgradi

ng and revitalization of county industries in Hebei. How to reach it ? Firstly, gaps and key points should be found a

nd improved to enhanc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Six Modernizations Coordination" in the counties. Secon

dly, the interaction among systems in the “Six Moderniza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ir systems in the “Six Modernizations” in the counties. Lastly,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ix 

Modernization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ix Moderniz

ations” in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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