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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龙游县域经济发展中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

对策建议。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对龙游县域经济的重要性，文章提出了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强化人才支撑等对策建议。同时，文章还强调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绿色发展在县域可

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龙游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

贵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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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dv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ongyou’s county-level economy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By analysing 

the import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ongyou’s county-level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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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r a coun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actice of new productive force 

development in Longyou county has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unty’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unty-Level Economies 

 

 
 



 

• 8 •                                                                                                                                                                                        https://cn.sgsci.org/ 

第 2 卷 第 1 期 Volume 2, Issue 1 

2025 年 12 月 December, 2025 

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与新技术革命浪潮席

卷而来的今天，县域经济的发展与转型显得尤为重

要[1]。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以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以前所

未有的力量重塑着传统经济模式，为县域经济的转

型升级开辟了新的航道[2]。衢州龙游县，作为浙

江省内一个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县域经济体，面临着

如何有效吸纳并融合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大课题。本研究旨在深入

剖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

的深远影响，结合龙游县的具体实际，探索新质生

产力赋能县域经济的有效路径与策略，期望能够为

龙游县乃至全国同类县域提供一套可借鉴的发展模

式与策略建议，助力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握机

遇，应对挑战，不断可持续发展。 

2 龙游县域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

在逻辑 
在新时代背景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已不再局限

于传统要素的简单堆砌与累积，而是更加依赖于新

质生产力的注入与融合[3]。新质生产力，作为以

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生产模式，其内在逻

辑与龙游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连，共同推动

着县域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迈进。 

首先，新质生产力为龙游县域经济提供了强大

的动力源泉。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它不

断推动着各产业的更新升级[4]。在龙游，这种变

革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农业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改

造，通过物联网等尖端技术，达到了精细化农业生

产水平和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二是工业领域的转

型升级，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引领，推动传统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三是服

务业的创新升级，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拓展服

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 

其次，新质生产力促进了龙游县域经济结构的

优化升级。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县域经济往往依赖

于少数几个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而新质

生产力的引入，则为龙游县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推动龙游县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一方面，新兴产业

的快速发展，如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等，

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以造纸

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通过不断更新技术，加强了竞

争力。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县域经济

在近期的蓬勃发展，也为其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再者，新质生产力强化了龙游县域经济的创新

驱动能力。创新驱动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所在，而技术创新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龙游

县政府和域内企业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加大研发

投入，建设创新平台，吸引创新人才，形成了良好

的创新生态。 

最后，新质生产力提升了龙游县域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5]。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县域经济往

往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生态压力增大等问题。

而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则为龙游县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培育绿色产业、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新质生产力促进了县域经

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综上所述，龙游县域

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在于：以技术创新

为第一驱动力，催化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产业布

局的推陈出新；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强创新

等方式，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一逻辑不

仅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也为龙游乃至全国同类县域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思

路与路径。 

3 龙游县域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

策建议 
鉴于新质生产力在龙游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及其内在逻辑，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旨在

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潜力，推动龙游县域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龙游县应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设立

专项资金支持新技术的研发，同时强调保护知识产

权，让人们在创新的时候有安全感。其次，针对龙

游县现有产业结构特点，应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引导企业改善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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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力。同时，瞄准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重点

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集

群。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龙游县应加大

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人才政策体

系，建立人才实训基地和科研创新平台，招引大量

高水平人才来创业发展。同时，注重本土人才的培

养和提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技能培训班等活动。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

龙游县应深化“放管服”改革，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和项

目落户龙游。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注重生态环境

保护。龙游县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确保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同时，推广绿色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龙游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综上所述，龙游县域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

策建议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支撑、体制

机制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这些对策建

议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推动龙游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4 龙游县域的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对

策建议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今天，文化作为软实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

质生产力之一[6]。龙游县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的地区，其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对于提

升县域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以下是针对龙游县域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

策建议： 

龙游县应深入挖掘本地文化的独特内涵，如历

史名人、传统工艺、民俗节庆等，通过创意设计和

现代传播手段，围绕类似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等文

化名片开展文艺活动。同时，注重品牌塑造，提升

县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龙游县应积极推动文

化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世界领先的文化产业集群。

吸引文化企业入驻园区或特色街区，形成上下游产

业链条的紧密连接。同时，做好文创园区的服务工

作，为文化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构建以创意

设计、数字文化、文化旅游等为首的文化产业矩阵。

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

要趋势。龙游县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提升文化产品的创

意性、互动性和体验感。鼓励文化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推动文化内容、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创新。

同时，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人才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

素[6]。龙游县应加大对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

度，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等

的合作，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人才和团

队，积极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龙游县应始终坚持

文化保护与传承并重的原则，完善保护机制和政策

体系。同时，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教

育、媒体等多种渠道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

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实现文化新质生产力

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龙游县域的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对

策建议涵盖了深挖文化内涵、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

以及强化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多个方面。这些对策建

议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龙游县的文化软实力

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5 龙游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县域可持

续发展的启示 
龙游县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为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创新

驱动是县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龙游县通过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构建创新生态体系，不仅推动了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使得县域经济能够不断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这启示我们，县域在追求可持续

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创新驱动，不断激发

内在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其次，文化传承与

创新是县域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县域在可持续

发展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通过文

化传承与创新，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增长点。再者，

龙游县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启示我们，县域必须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最后，人才支撑是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龙

游县通过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构建了文化人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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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启示我们，县域在可持续发展中应高度重视

人才队伍建设。综上所述，龙游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对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创新

驱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绿色发展以及人才支撑等。

这些启示对于其他县域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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