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 2020� 第1卷�第4期�国际经济与管理

8

“互联网+”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究

姚� 云*
广饶县发展和改革局，山东� 257300

摘� 要：在当前的“互联网�”大背景之下，我国县域经济在实际发展的时候依然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

发展模式单一化、人力和科技等生产要素不足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发展措施，

最终推动我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互联网�”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出发，分析现阶段

县域经济发展存有的主要问题，探究了“互联网�”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期望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

实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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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互联网�”主要是把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多个传统领域有效结合起来，将得到的创新结果广泛运用在我国的各个行

业当中���。值得强调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转型获得了更多的机遇，比如，信息传播

速度加快。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要掌握这样的机遇，推动县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县域经济发展概述

在网络时代之前，因为我国土地面积十分宽广，不一样的地区具备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以及气候条件，很多县域已

经利用自身存有的地域优势条件，比如，丰富的人力、地产、自然风光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县域具有特色的

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

各个县域地区将自身存有的优势作用全面发挥出来，经过科学完善的运输网络体系，实现了各个县域和地区之间的良

好整合，实现了资源内容的良好互补，实现了多个方面的共赢。但是过去原始和粗放的发展方式，缺少资源保护以及

资源运用的认知和意识，县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作为代价的，导致资源严重耗损，造

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阻碍了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式相互雷同，产品同质化现象普遍，这是由于县域经济在刚开始发展时缺少一致

性规划，造成管理人员过于“短视”，强调短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

临，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转型获得了新的机遇。比如为建筑领域、采矿行业、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增添了网络营销、

平台结算等许多的新型活力和推动力，同时让众多的新兴产业破土而出。如某些县域结合自然环境，开发了全新旅游

体验方式，出现各种网红打卡地等推销模式，创新了旅游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业态。但是，不可否认，新的发展机

遇必须正视现有的不足和问题，把脉寻方，对症施策，才能保持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存有的问题分析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县域特色的经济内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改革开放红利，得以有效发展和提高，但是这样的提高在东西部仍

然有巨大的差距，依然主要展现在东南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力明显超出了内部地区。比如，东南某个县城的

区域产值主要是�����亿元，而内地某个县城的区域产值主要是����亿元，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其存有的差距越来越

明显���。虽然交通事业十分便利，并且加强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良好关联，但是也导致科学技术以及人口资源等主要集

中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当中，甚至在一个城市不一样的区域当中也出现了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的现象。在互联网�时

代，这些新的发展不平衡将主要体现在互联网融入度方面。

（二）产业发展模式较单一

现阶段，在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实际发展中，传统工业与农业仍然占据着较为基础又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产业

如化工、纺织、造纸等仍然是主导产业，是地区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者。某些县域工农业的粗放式发展，使得生态环

境的治理作业难以落实在实处，并丧失了自然环境方面原有的优势，新的业态还没有形成，传统产业缺少整体竞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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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造成多数县域地区的产业发展后继乏力，速度逐渐缓慢甚至经不起新的经济形势的冲击。对某些地区，农业产业

发展也处在基本停滞的状态下，农业生产作业依然使用过去的方式方法，难以实现先进技术的宣传以及推广，更加没

有办法提升生产作业的质量与实际成效���。另外，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年轻人经常会外出进行务工，进而出现了严重的

人口老龄化现象，导致众多的土地资源遭遇荒废，造成县域农业产业呈现出倒退的现象。而对第三产业而言，大部分

地区依然将餐饮、住宿这样的传统服务行业当做是重点，导致产业结构十分单一，而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咨询

等服务业发展缓慢，在县域经济市场当中所占据的份额较少，迟迟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创新型要素很缺乏

在县域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并且将许多的社会资本以及先进技术融入其中���。

然而，目前创新要素不强，人力资源匮乏，科技支持不够等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大部分县域地区的教育教学水平与能力有限，较少具备高等教育的条件和环境，缺乏培养人才的土壤，县

域地区产业环境又相对落后，缺乏留住人才、提升人才的平台，许多有才有志之士都会选择到一、二线城市当中提高

自身的能力，一展才华，导致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的高素养优秀人才极度匮乏。

���优秀人才的匮乏导致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有限，县域产业的科学技术长时间处在较为滞后的状态当中。在这样的

情况下，过去的工业技术以及农业技术等没有办法保证生产作业的质量与成效，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难以提高，要么

仅仅依赖较为低廉的劳动力，要么仅能通过与大城市技术资源的简单合作等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其优势作用并不

存在的时候，县域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四、“互联网 +”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究

针对上述“互联网�”大环境下县域经济发展存有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以及方式方法，有效

提升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能力，这对推动我国县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互联网�”农业

由于我国的土地十分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存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与此同时，土壤资源具备丰富性以及多样性特

征，让各个区域拥有许多的农产品资源���。然而，大部分区域的宣传推广方式方法比较少，比较单一，并造成当地具

有特色的农产品没有办法流入到大市场当中，没有办法被人们所了解以及掌握。因此，经过“互联网�”和农业产业

之间的良好结合，帮助县域农业产业打开自身互联网方面的市场，让人们可以了解与掌握本地独有特色的农产品，实

现销售作业和生产作业之间的共同展开。例如，在近期的互联网当中出现了许多推广和宣传农村地区美食以及风光的

博主。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农业有关部门或者是从业人员能够使用互联网宣传与推广方式方法，让人们可以了解和

掌握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将农产品的销售道路得以打开，增加农产品的实际需求，让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及优秀的技术

人才投入到农业产业的研究开发作业当中，推动县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工业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的传统工业生产作业中较为先进的厂区内(35等供应链技术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需

强调更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对工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互联网�”和我国传统工业产业有效结合的时候，需要将

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作为关键一环，实现新型信息化技术和传统工业产业之间的广泛融合���。比如，利用软件服务和创

新平台，使我国县域地区的企业汇集一台，实现相关资源内容的共享。比如，以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为前提，鼓励和支

持企业开展线上交易和支付，利用信息化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将企业的主要力量投放在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创

新升级中。经过“互联网�”可以为我国县域工业产业当中的企业之间进行沟通建立相应的纽带，加强企业之间的良

好协作，实现资源内容的全面共享，把产业链有效结合起来。随着我国县域工业产业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崛起，能够吸

引众多的高素养互联网优秀人才涌入其中，更好的处理优秀人才资源较为紧张的现象。

（三）“互联网�”服务业

服务业实现网络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实现某些部门“互联网�”和服务业之间的良好整合

比如旅游平台和区域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之间的全面共享，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需要保证公共性数据信息的开放

性以及精准性���，经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进行推广和宣传，让人们可以了解历史背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旅

游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县域旅游经济。比如，以人民良好生活愿

望为前提，将教育、医疗等保障民生的资源汇集一台，实现公共资源内容的共享，保障教育水平以及医疗水平���。

���有效提高公共信息可靠性与安全性的实际监督管理力度

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体信息被众多的不法分子所觊觎，如若出现了个体信息内容的泄露现象，将导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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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严重的后果。这样我国服务领域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应该强调网络经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应该强调为人们的实

际生活提供多个方面的网络安全保障。

五、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县域经济实际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掌握“互联网�”独有的优势，将其所具备

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针对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实际发展过程当中存有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模式单一化、人力

和科技等生产要素不足等诸多问题，实现“互联网�”和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对解决县域经济发

展中的不足和问题，促进我国县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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