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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

源配置，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主要包括县级市和县，以农村经济

发展为主，包括县城关镇，镇域经济和乡村经济。不包括市辖区，市辖区一般是地级市辖区

，属于城市经济范畴。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县域经济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五个阶段。县域经济前时期是县

域经济成形前的时期，划分为&ldquo;计划体制阶段&rdquo;和&ldquo;乡镇企业阶段&rdquo;两

个阶段；县域经济现时期是县域经济发展最突出、县域经济特征最明显的时期，划分

为&ldquo;壮大县域经济阶段&rdquo;和&ldquo;县阶段&rdquo;两个阶段；县域经济后时期是县

域经济发展后的时期，是县域经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后的时期，称

为&ldquo;郡阶段&rdquo;；在&ldquo;郡阶段&rdquo;，县域经济内涵、作用、存在形式发生根

本性变化。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单元，是我国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迄今为止，县级城市所迸发的经济活力为世人瞩目，很多县级城市已成为国内外知

名品牌的发源地、聚集地和诸多海内外上市公司、民营企业领袖的诞生地。县级城市也日益

成为跨国公司及国内大中型企业的必争之地，成为跨国公司深耕中国、延伸触角的发展首选

和投资设厂、铺展销售渠道的新选择，在抗击金融风暴、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今天，

作为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经济单元，县级城市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县域经济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方向咨询报

告》共十七章。首先介绍了县域经济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县域经济规模及

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县域经济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县域经济面

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县域经济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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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836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11.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投资91089亿元，增

长23.5%；民间投资158797亿元，增长2.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投资7460亿元，同比增长21.1%；第二产业投资101702亿元，增长4.4%；第三产业投资149198

亿元，增长11.7%，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9085

亿元，增长20.9%。从到位资金情况看，上半年到位资金282443亿元，同比增长8.0%。其中，

国家预算资金增长21.8%，国内贷款增长12.4%，自筹资金增长1.4%，利用外资下降7.2%。上

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40202亿元，同比增长25.1%。从环比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0.45%。

 2011-2016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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