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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产业集群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 ( 含县级市) 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也对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因此，研究与分析县域经济，尤其是剖析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县域经
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县域经济具有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特点，虽然从发展规律、产业结
构、资源配置上看具有诸多共性，但各个县域条件与情况各有不同，县域经
济发展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实现科学化、合理化，并且适合本地实际的经济
发展模式。如何选择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是各地方官
员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看到，产业经济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其发展既有统一的共性，而更多的则具有本地的特性。发展特色产业，
培植壮大当地的特色产业集群，应该是某一县域经济实现差异化发展、突出
当地发展优势、突出个性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如何选择当地特色产业、
培植特色产业集群，是壮大县域经济、打响当地品牌、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
途径。而如何突出当地产业特色与优势，也是值得各地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国家有关职能部委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组建中国县
域经济特色产业集群经典案例课题组，目的就是选择一批全国具有代表性的
县域经济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经验进行调研、研究，既为该地区经济持续、加
快发展提供指导，也为全国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范例和参考。

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在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
提升和优化及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极，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的关键。特色产业集群模式分为以下四种:

一、本地原发性产业集群。是指某地开发和利用传统或原始资源所形成
的产业集群。

二、市场配置型产业集群。依靠市场因素形成的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
群具有自发性和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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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推动型产业集群。依靠政府推动强力手段形成的产业集群，这
种发展模式虽然强化了政府作用而弱化了市场因素，但发展速度很快，能在
短期内形成规划效应。

四、龙头企业或领军企业带动型产业集群。依靠某一企业形成产业链配
套或带动多家企业发展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以上各种发展模式，虽然各有特
色也各有优势，但也各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也将会选择不同的模式进行产
业研究、剖析，以期探讨更科学的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凭上述理论分析，本次我们选择山东省临沭县复混肥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案例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地处山东省沂蒙革命老区临沂市东南角，
与江苏相邻的山东省临沭县，既没有原料资源，亦没有交通优势，也没有技
术人才基础，同样也没有国家政策扶持，却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复混肥料生产
基地，形成了全国重要的复混肥特色产业集群，创造了县域经济发展典型的"
临沭现象"。目前，山东省临沭县化肥产量达到全国复混肥总产量的 30%，不
仅产量上在全国形成了规模效应，在技术创新上也占据了中国肥料产业的领
军位置，该县建立了代表中国新型化肥技术研发最高水平的———国家缓控释
肥料工程技术中心，建成亚洲第一条高塔造粒复混肥生产线，形成全球最大
的缓控释肥料生产基地，并且形成了金正大国际、史丹利等全国化肥行业的
领军企业，以山东富士公司为代表的产业集群的第二梯队也正快速崛起。临
沭因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重达 158. 76 克拉的钻石而闻名全国，被誉为 “中国
钻石之乡”，但钻石既没有改变地方县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也没有改变当地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该地复混肥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但成为县域经济
的支柱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解决了大量农民的就业和流通问题，成为当地
的“钻石产业”。

剖析山东省临沭县复混肥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成功之处具有以
下特点:

一、突出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由当初小作坊式简易加工到全
国最大的复混肥生产基地，这一特色产业发展充分体现了市场在推动产业发
展的重要性和市场多重要素的聚集作用;

二、突出龙头企业与领军企业的带动聚集效应。不管是出于全国龙头地
位的金正大国际，还是处于第二梯队的山东富士公司。临沭县域经济复混肥
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与领军企业的带动具有关键作用，当然这一
过程也有大量企业因质量、技术、信誉、品牌等因素而" 夭折"，但一批以山
东富士公司为代表的新生代领军企业正在快速发展;

三、突出创新资源的聚集。以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料生产基地金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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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为例，不仅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最核心动力和竞争力，建立起代表
中国技术水平的国家缓控释肥料工程技术中心，同时十分注重管理、人才等
多种创新资源聚集。应该说，各种创新资源的聚集是实现临沭县复混肥特色
产业集群发展的先决条件。

当然，我们对县域经济特色产业集群的研究，不仅仅总结经验以给他人
启示，还应该指导、推动该产业集群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基于此，
我们认为，对山东临沭县域经济的研究还是表面和肤浅的，也仅仅选择山东
富士公司为代表进行辐射性研究，但选局部以观全局，我们也将继续给予跟
踪研究、分析，不仅促进该地县域经济发展，也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优
秀借鉴案例。

李继凯
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经求是论坛秘书长

201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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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肥料”比 “钻石”更金贵

———探秘临沭县肥料产业集群崛起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

临沭县地处山东东南部，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虽然 30 年前该县常
林村“女社员”魏振芳在地里劳动时刨出一颗重达 158. 76 克拉的钻石献给国
家，为临沭县人民挣得了荣誉，由于这块钻石以发现地常林村命名为 “常林
钻石”，时隔不久，人们只记得常林钻石，却忘了临沭，临沭也并未因此而名
扬四海富裕起来。近几年来，该县因势利导，把复合肥产业作为产业集群发
展的重点，一手抓监管、提质量、创品牌，一手抓扶持、扩规模、促发展，
使复合肥产业集群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所产生的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不仅让
临沭名震寰宇，也使当地的农民迅速致富，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据记
者了解，该产业集群每年复合肥的产销量不仅位居全国第一，产品品种之多
也是全国第一，而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更是让人吃惊。这个我国 “最大的
肥料生产基地”的产业集群，给临沭带来的不仅仅是知名度的提升，更是临
沭县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

企业多、品种全是临沭肥料产业集群主要特色之一。在这个肥料产业集
群之地，经整合后共有大小肥料企业近 40 家，其中资产 10 亿元以上的有 4
家，资产超亿元的有 10 家以上。以该县山东富士化肥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
现有职工 1800 余人，其中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480 余人。公司主要生产销售
30%、40%、45%、48%、51%、54%等各种含量的复合肥、有机肥和缓释
肥。2006 年“富士山、日之花”系列复合肥被国家质检总局评定为 “国家免
检”产品。2007 年产 30 万吨硫酸钾复合肥生产线建成，2008 年 12 月正式投
产 30 万吨塔式熔体造粒复合肥项目，目前公司已形成年产各类肥料 100 万吨
的生产规模。此外，这里还有全球最大控释肥生产企业的山东金正大生态工
程有限公司，中国高塔造粒 “第一人”的史丹利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山东金
沂蒙生态肥业公司、山东迈金农化肥有限公司、山东春雨肥业公司等。这些
“肥企”不仅生产规模大、产品质量优、品种全，而且信誉度高，深受广大客
户青睐。目前，肥料集群企业累计争创中国驰名商标 3 个，国家免检产品 26
个，省名牌产品 8 个。据统计，这些肥料企业拥有近 80 多条现代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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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产规模近 1000 万吨，全国市场占有率逾 30%，年销售收入 100 多亿元。
现在，临沭肥料种类已有复合肥、控释肥、缓释肥、生物肥、有机肥等五大
系列 800 多个品种，远销国内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较好地满足了不同地
域、不同季节、不同农作物的需求。

生产技术工艺先进是临沭肥料产业集群主要特色之二。临沭肥料生产技术
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拥有的先进工艺也是全国最多。其中有 16 个项目获得省级
以上科技进步奖和星火奖，有 100 多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山东金正大生态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开发的包膜控释肥 5 项核心技术，以回收
热塑性树脂为可降解膜的包膜控释肥料的生产方法、以喷涂尿素为底涂层的改
性环氧树脂包膜控释肥料的制备方法、以硫为底涂层的高分子聚合物包膜控释
肥料的制备方法、管盘式多层尿素硫磺快速熔融器以及高压气流快速加热恒温
器获得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山东史丹利化肥有限公司高塔熔体造粒技术
填补了国内空白，其高塔熔体造粒复合肥生产线系全自动电脑配料控制，应用
喷浆造粒工艺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春雨肥业联手美国诗邦集团、
中科院、中国农科院等单位研发的氨酸螯合法复合肥生产工艺填补国内空白。
该工艺克服了广谱肥料肥效单一、作用单调的弊端，采用氨酸螯合手段，使各
种养分能形成作物易吸收的功能团。不仅能调理土壤结构，防治作物因缺乏微
量元素引起的叶黄病、叶斑病、叶干病、根腐病等各类病害，而且能针对作物
的不同生长周期均衡营养。它的成功开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绿色无公害产业
的进步，是肥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科技进步技术。

专业技术人才丰富是临沭肥料产业集群主要特色之三。整个临沭县的人
口大约有 64 万人，从事肥料专业的工作人员就有 6 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的
10%。高技能的肥料专业人员是我们国家急需的人才，他们中有很大一大部
分在临沭。另外，在集群内从事肥料行业的人员中，约有近万人从事肥料营
销工作，他们成年奔波于全国各地，有的还远涉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采购原材料、联系直销产品、开拓国际市场。这类人才也
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人才。而且肥料集群企业先后与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著名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
技术合作关系，设立了实验基地，并聘请中科院院士和知名博士后、博士、
硕士为企业技术顾问，联合进行科技攻关。据不完全统计，临沭肥料企业现
在引进的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已过 200 人，金正大、史丹利、金沂蒙、迈金
农等企业逐步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金正大还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另外他
们在内部人才培养上也舍得投资，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花巨资给优秀
员工“吃小灶”，仅每年的培训费用就高达 5000 万元以上。通过外引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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