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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彼此重合交叉，为实现“一县一业、一乡一特、

一村一品”的目标，大量同质竞争在所难免。一方面要

在同一特色产业层面加强县域合作，避免各自为政，以

逐步形成规模经济为发展目标优选龙头企业，聚集优势

力量，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另一方面要依托城市经济联系构建县域产业关联，树立

城市——县域产业分工合作的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理念，

特别需要与邻近县区经济体建立产业关联并形成产业循

环，要通过资源最大化利用促进县域产业规模化。根据

临夏州各地区县域经济实际，放弃目前地区增长导向的

“全能化”倾向，通过跨县域产业合作，重点从治理县

域产业园区入手，解决县域产业“小、散、乱”状况，

通过产业合并、重组与整合，解决县域产业园区资源利

用率低下和单位面积产出偏低的问题。 

3、着力培育消费市场，全面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以投资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要面临来

自要素投入和买方市场的压力，为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

活力，必须重视培育消费市场，增强县域经济活力。一

方面，临夏州在激活本地消费的同时，更要挖掘省会兰

州市这一巨大消费市场。建议推出针对兰州市民的“文

旅套餐”“美食套餐”，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全方位

融入“兰州一小时核心经济圈”。另一方面，视野要向

外，瞄准国内市场。要重视修炼企业内功，重视对产品

项目的财务管理，重视投资收益评价，科学确定生产、

销售策略。要以高质量的畜牧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工业

产 品 为 基 础 ， 配 合 现 代 化 的 营 销 推 广 ， 扩 大 产 品 美 誉

度，培育潜在消费市场。

4、加大科研投资力度，完善科创体制机制

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根本

动力，未来还需着力完善科研创新体制机制，助推产业

升级。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科研创新支出。在大力提高政

府科研创新支出的同时，积极引导支持企业及其他社会

力量通过设立基金、捐赠等方式，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二是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创新

主体，进一步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生态，助力县域产业

升级。各市县应结合自身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积极探

索“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金三角”合作机制，进

一步促进产业与科技创新耦合发展，实现双向促进。三

是要依托项目和平台，简化程序、精准引才。建议对在

基层工作的应用和技术型人才，着力提高工资待遇，加

强师徒传承，做好后辈人才“传、帮、带”，做好人才

储备工作。

5、大力发展新基建，优化投资结构

目 前 ， 临 夏 州 在 保 持 较 高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速 的

优势基础上，还需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统筹解决各市

县城乡融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对

新基建有庞大的投资需求，既需用新基建来推动传统基

础设施的网络信息化升级，又需努力实现新基建的规模

化发展，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在当前县域新基

建的投资比重远低于传统基建的背景下，要在实现传统

基建投资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增加新基建在县域的投

资占比，为新基建快速推进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要基

于临夏州县域经济特征，加强对各县新基建发展趋势研

判，科学引导投资方向，制定新基建投资指导性文件和

规 划 ， 明 确 新 基 建 思 路 、 任 务 、 要 求 以 及 重 点 投 资 领

域，推动新基建和新产业的协调发展，充分激发民间的

投资潜力。大力推进5G基站、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注释

[1]根据历年《甘肃发展年鉴》《临夏州政府工作报

告》及《临夏州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2]根据2021年《甘肃发展年鉴》《临夏州统计公

报》数据整理及测算。

[3]根据2021年《临夏州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及测算。

[4]根据历年《甘肃发展年鉴》《临夏州统计公报》

数据整理及测算。

[5]根据2021年甘肃各市州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数据

测算。

[6]根据2020年《甘肃发展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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