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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区域经济在空间上由单极发展向多点多极发展转变。多点多

极发展战略中的“点”就是经济支撑点，“极”就是经济增长极，“点”和“极”是经济活动和空

间载体的有机结合。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基础单元，是构建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有

力地支撑着区域协调发展。四川县域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初步形成了一批支撑点和增长极，但还存

在县域经济规模弱小、要素集聚功能不足、城镇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支撑乏

力。着眼于多点多极发展，夯实具有底部支撑作用的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增强县域经济规模、发挥

要素集聚功能和完善县域城镇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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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空间开发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形成多点多极

发展格局，实现区域空间均衡和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客观必然趋势。县域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区域经

济的基础层次。县域经济以县级行政区域为空间依托，与市

辖区经济更多地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以及经济活动明显带有

城市经济的特点不同，是具有经济社会功能相对完备独立的

经济综合体，担负着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支撑功能。要

真正促成空间开发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变，形成多点多

极发展格局，必须全面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充分发挥县

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

一、区域空间开发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演进

1． 增长极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 ( F． Perroux) 最早提出了

增长极理论。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

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

不同 的 渠 道 向 外 扩 散，并 对 整 个 经 济 产 生 不 同 的 最 终 影

响”。［1］后来的学者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 ( J． Boude-

ville) 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地域空间，从而增长极理论更多地具

有了空间意义。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

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进性单元就称之为增长极。增长极

是在增长点的基础上扩展形成的，增长极与周边区域的空间

联系和经济技术联系，发展为支配经济活动分布与组合的中

心，并通过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经济

增长。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增长极空间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作

用机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在空间上形成一些增长水平

高于一般区域的增长点或增长极，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

大，呈现出区域经济从初始均衡→空间差异出现→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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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空间非均衡的发展演进过程。增长极理论本质上是一

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实现区域经济

发展。［2］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

较低，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空间非均衡开发战略促进经济起

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要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和实现

区域均衡发展，则必须另辟蹊径。

2． 增长极由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换

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

于经济发展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匀的制约，主要依靠条件较

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采取集中优势、重点布局的

模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

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

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讲，这种培育

单个增长极核的开发模式在早期阶段的确能够有力地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空间经济运动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

自发作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远远

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地区差距不

断扩大，单一增长极突出，区域空间非均衡异常明显。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区域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区域经

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

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单极”发展、“一枝独秀”的

传统发展道路已不合时宜，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单个

增长极的强劲支撑，更需要多个增长极的协同推进，实施多

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

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点”就是经济支撑点，通过壮

大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区域经济梯队，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

展的强有力经济支撑点; “极”就是经济增长极，通过加快城

市群和经济区发展，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的增长极。［3］点和极是经济活动与空间载体的有机统一，

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就是引导经济要素向具有发展潜力

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强的支撑点和

增长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中

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3． 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的现实实践

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促使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小集聚大

扩散，推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空间均衡，这也是美日等发达

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4］

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演进过程。

美国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新英格兰 6 州，19 世纪推进到以芝

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 19 世纪中叶，东北部和中

北部 14 州以仅占 11. 5% 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美 75% 的制造

业，形成了典型的单极发展格局。［5］ 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

美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城市、产业和人口不断

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集中，1900 年该地区已有 47 个城市跻身

于美国 100 个最大城市的行列。［6］20 世纪 50 年代后，伴随着

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太平洋沿岸地区城市密集区逐渐形成。

最终形成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圣地亚哥—

旧金山三大世界级城市群，［7］从而在全美经济空间版图上呈现

出多点多极协调发展格局。

日本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同样明显。明治维新前，

大阪的工商业远较东京发达，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

的单极发展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实施了以“四全综”

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战略，并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东京由于其

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逐渐发展壮大并超

过大阪。名古屋地区从 19 世纪末开始纺织业快速发展，汽车

产业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稳定地形成了

所谓的“中京圈”。［8］ 日本经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东京、

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多点多极发展格局，

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由单

极开发向多极开发战略演进的过程。在经历改革开放前期东

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开发阶段之后，通过实施区域非

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内部积

极培育多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

海三大增长极; 同时积极支持内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

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培育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

济区等新支点;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形成了辽中南城

市群和哈长城市群; 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形成了成渝

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增长极以

及滇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宁夏沿黄经

济区等次级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层面上形成东部率先、中部

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板块驱动格局，在区

域层面上形成竞相跨越、百花齐放的多点多极发展新格局。［9］

由此可见，“多点多极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

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2014 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三大战略。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就是“增长极”领衔、

四大区域板块齐头、多个城市群协同并进的多点多极支撑发

展态势。［10］因此，在空间上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是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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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措，也是促进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结果。

二、多点多极发展中县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再

审视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是区域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基础支撑。在

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下，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区域市州经

济梯队、建设区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级经济区域，都离不开县

域经济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区域

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影响“点”和“极”的支撑作用的

合理发挥，最终影响区域性城市群和次级经济区的崛起。县

域经济对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支撑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多点多极发展的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示意图

1． 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

综合实力形成坚实支撑

在县域范围内，通常形成了县城为经济中心、中心场镇

为经济副中心、一般乡镇为经济节点的经济发展体系，通过

县域内的乘数作用来实现经济扩散效应，其吸收和辐射能力

能够达到并能促进整个县域范围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

体系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

等外部经济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的积累，是

形成较为合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础，进而实现

对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经济体量支撑。［11］县域经济对我国

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四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上。

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中，全国百强

县多达 2 /3 以上，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就占据半壁江

山，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所拥有的全国百强县

经济规模偏低、数量较少，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

明显。

2． 县域经济在经济功能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

完整职能形成有力配合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城市经济与

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衔接处、更是宏

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

“点”和“极”的重要构成单元。一方面，县域经济是县域内

各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集合，通过有效整合本区域的劳动

力、资金、财政等要素资源，培育和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及龙

头企业，并向县域中心镇、重点镇及广大乡村地区辐射影响，

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基本覆盖整个县域，有效促进了底部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和动力; 另一方

面，由于区域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城市经济主

要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县域经济则主要是农业占主体。县

域经济接受城市经济的信息、技术辐射和产业转移; 同时，

县域经济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

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化生产和

社会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经济要得到好的配套协作，

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则难以均衡; 仅有城市经济，县域经济

因缺乏服务对象也发展不牢。县域经济通过与城市经济的良

性互动和关联发展，进而形成合力来共同支撑“点”和“极”

的发展。

3． 县域经济在城镇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

城镇结构形成有效补充

县域不仅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探索

“两化”互动的“实验室”和城乡统筹的“平衡杆”。据世界

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

GDP 增长 1. 5 个百分点。［12］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在县域城

镇化建设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 小

城镇作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的关键环节，在县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以县城和

小城镇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合

理流动和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13］成为城乡

融合的枢纽和桥梁，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

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城镇发展成为中

小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其承载力、扩张力和辐射力逐步增强，在县域内形成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

区压力，实现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区在空间上形成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规模适度、梯次合理、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最终

支撑多点多极发展。

46

ＲEFOＲM OF ECONOMIC SYS-
TEM

NO ． 3． 2015



因此，县域经济从经济规模、经济功能和城镇建设等方

面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起着最基础、最底部的支撑。县域经

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新的空间

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四川县域经济现实

判断

四川是西部经济第一大省，确立了建成全国经济强省的

目标。立足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单极支撑格局突出”的

省情，四川在 2013 年提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

指出要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

济实力，其实质就是加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支撑。

1． 县域经济是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

四川现有 135 个县 ( 县级市) ，幅员面积 44. 9 万平方公

里，占全省的 92. 4% ，［14］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着多点

多极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第一，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较强，有力巩

固次级经济区的综合实力。2013 年，四川 135 个县 ( 市) 地

区生产总值 13963 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53. 2% ，比四川

省平均水平高 0. 1 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00 亿元、

200 亿元和 300 亿元的县 ( 市) 分别有 56、21 和 4 个。［15］在

2013 年第十三届西部百强县 ( 市) 评选中，四川共有 21 个县

( 市) 上榜，数量居西部第一位。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

地支撑了所属区域在全省多点多极发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

南经济区为例，2013 年川南经济区在四川 5 大经济区中率先

实现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过千亿，其中自贡、内江的县域

全部进入百亿元行列，泸州和宜宾的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也较

高。川南四市县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充分体现出了县域经

济对“点”和“极”的体量支撑。

第二，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

优化了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整体效能。2013 年，135 个县市非

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 12. 4% ，增幅比四川省高 0. 3 个百分

点; 实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4673. 7 亿 元，占 四 川 省 的

45. 1%。［16］同时，四川实行“扩权强县”试点，赋予试点县

与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

其中，59 个扩权试点县全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874. 5 亿

元，增长 10. 3% ，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0. 3 个百分点，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668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357 元，

分别增长 10. 5%、13. 4%。［17］市场化改革和 “扩权强县”试

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全省多点多极支撑的底部基

础进一步巩固。

第三，县域经济中心的快速城镇化，有力充实着支撑点，

助推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县域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

四川县域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发展初具规

模。2013 年，四川全省主城区人口超过 50 万的大城市数量达

到 8 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高，县域与中心城市

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日益紧密。［18］城市群在县域经济的支撑下

加快发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 1. 4 万亿元，

是西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 川南城

市群各市经济规模均超 1000 亿元，多中心网络化布局初步形

成，处于率先次级突破的优势地位。

2． 四川县域经济底部支撑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困难

四川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发展仍不

充足，距离真正发挥底部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差距。

第一，县域经济规模弱小、综合实力不强、发展差距较

大，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相比整体滞后、差距

较大。在 2013 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 ( 市) 评选中，四川仅

双流、郫县 2 个县入选，而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强省分

别有 26、20、16 个县 ( 市) 入选; 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

序中，四川省竞争力指数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国

百强县首位的江苏江阴市为例，2013 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2690 亿元、

42986 元和 21882 元。［19］四川双流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 15 名，

上述三项指标仅为 746 亿元、31752 元和 13856 元，分别为江

阴市的 28%、74% 和 63%。［20］四川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和综

合实力上对多点多极的底部支撑还很乏力。

第二，县域集聚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能力低，产业

层次偏低，影响着底部支撑功能的发挥。在金融支持上，金

融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从农村和农业退出而转向城市工业，

县域内资金多数呈现净流出状态。在土地供应上，土地利用

指标多数用于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年均土地利用计划不足 500

亩，并且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置换困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

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县域财政一直处于忙“吃

饭”状态。2013 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

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 27. 0%、40. 6% ，县域之间地方公

共财政收差距较大，收入最大的双流县 ( 64. 6 亿元) 是最小

的壤塘县的 400 多倍。［21］在产业层次上，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

困难，78 个县 ( 市) 工业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 个县

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

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以“二、三、一”型为主，产业结构

层次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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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县城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

弱，不能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2013 年，四川省 135 个

县 ( 市) 的城镇化率为 34%，比全省 44. 9% 的城镇化率低了

近 11 个 百 分 点，并 有 119 个 县 ( 市 ) 低 于 全 省 的 平 均 水

平。［22］尤其是攀西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民族集聚区和盆周山

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县域城市建设水平比较

低，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 10 万，远远没有达到 20 万的经济规

模人口要求，县城以外建制镇的人口大都不超过 5 万。县域

建制镇总体规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差，难以在“两化”

互动和促进城乡统筹中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

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镇结构以支撑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间差

距较大，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撑 ( 见表 1) 。

表 1 2013 年四川四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水平比较

城市群
综合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 ( 万人) 城镇化率 ( % )

得分 位次 绝对数 位次 实绩 位次

成都平原城市群 13. 09 1 1724. 1 1 55. 2 1

川南城市群 7. 47 2 680. 1 3 42. 3 2

川东北城市群 6. 82 3 903. 7 2 38. 4 3

攀西城市群 5. 25 4 242. 9 4 37. 2 4

资料来源: 1． 《四川统计年鉴 2014》; 2． 四川省四大城市群经济

实 力 研 究 ［EB /OL］． http: / /www. sc. gov. cn /10462 /10464 /10465 /

10574 /2014 /1 /8 /10290302. shtml．

四、夯实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的基本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县域

强则底部实，底部实则支撑稳。应重点从产业支撑、市场要

素和城镇体系建设等方面，夯实县域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形成。

1． 立足产业支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强县域综合经

济实力

产业强，则县域经济强。一是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积

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县域

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

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实现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

优势”的转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现代

物流、金融、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2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是推动在有条件的县域设立

产业园区，打造对区域经济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点园

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将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作为多点

多极发展战略的有力支点。形成“一县一色、一镇一业”的

产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为多点多极提供稳定有力的产业支撑。

2． 扩大县域市场开放合作，引导要素合理集聚，提升县

域经济功能

在县域市场开放方面，县域政府应转变职能，为市场的

发展营造环境、搞好服务，发挥乘数效应，激活县域发展潜

力。［24］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

和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 积极开展县域

之间的合作，形成县域产业互补，实现错位共融发展，并推

动县域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

用，使县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宽层次吸纳更多的资

源，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发挥县域对金

融、土地、财税等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推进县域金融服

务创新，促进县域金融机构将经营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县域，

加大信贷等各种金融资源在县域实体经济的投入，调动金融

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 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

建立县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流转平台，促进土地利用集

约化水平; 深化“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扩大县域经济管理

权限; 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的

县域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3． 推进县域城镇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

城镇梯次结构

城镇化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动力，县域经济的繁荣

又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实现县域城镇化与县

域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以县城为枢纽、建制镇为节点干支衔接的县域现代化交通

路网，缩短县域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增强其承接

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二是推进县域现代公共服务体

系均等化建设。提升“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统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三

是实施县域“层级式城镇化”战略。对人口吸纳能力强、经

济发展快的城镇落实“扩权强镇”改革试点，下放经济管理

权限，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劳动力转移吸纳能力; 并积极

将县城培育成为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场

镇为副中心、一般场镇为节点、农村聚居点为基础的新型县

域城镇化体系，进而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镇结构，为多

点多极支撑筑牢底部基础。

五、结束语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在空间结构上由单极支撑

66

ＲEFOＲM OF ECONOMIC SYS-
TEM

NO ． 3． 2015



向多极支撑转换，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多点多极支

撑发展战略体现了地域空间结构优化演进、经济资源空间合

理配置、区际关系合作共赢等区域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

县域经济是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发展潜力巨

大。新常态下积极壮大县域经济，有利于形成首位增长极一

马当先、次级增长极梯次竞相跨越的发展格局，最终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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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Bottom Support of Country Economy in the
Multipoint and Multipolar Development Pattern

CHI Meng-yun DENG Mu-jun GONG Qin-lin
(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objectively requires economy transform from unipoledevelop-
ment to multipoint and multipole development in space． In multipoint and multipole development strategy，thepointis economic
support point，the pole is economic growth pole，the point and poleis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pace carrier． As
the basicunit of regional economy，the county economyis the bottom foundation to build themultipoint and multipole development
pattern，and support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county economic strength of Sichuan has gradually grown and initially
formed a batch of strong points and growth poles，but also facesome problems such assmaller scale of county economy，insufficient
element agglomerate function and lower urbanization level，which cannot effectively propsthe multipoint and multipole develop-
ment． Focus on the multipoint and multipole development，consolidate the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that needs to strengthen
county economy scale，play factoraggregate function and improve urba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y．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multipoint and multipole development; bottom support;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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