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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开放合作的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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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次 

       是成都全域范围内，各个区（市）县之间的区域合作 

       第二层次 

       成都和周边城市和地区的合作 

       第三层次 

       成渝经济区的合作 

       第四层次 

       成都将在全国范围内，主动融入泛珠江三角区区域合作，有效对接长三角合作，加强与环渤海

区域、海峡两岸经济区和中部省市的合作，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参与分工 

       在现代社会，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单打独斗，想搞“小而全”或“大而全”是不可能真正现代

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合作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增进地区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 

       中国的区域合作是从政府主导型区域合作开始的，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都市把今年确定为“扩大开放年”。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没有大开放，就不

会有大发展。”要实现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构想，以成都现有的基础和条件，不开放，没

有希望。不充分开放，也没有希望。这种开放，既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区域合作。成都市是中国

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合理的。成都的自然地理条

件优越，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环境良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

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增强区域合作的意义在于，在推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借助外力，同时通过成都市的扩散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使成都与相关地区一起形成名副其实的利益共同体。简要地说，其意义在于各地区相

互取长补短，增加一个地区的发展资源与手段。任何城市或地区都有长处与短处，善于利用区外资

源并能把握好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的地区往往发展得较好，而以邻为壑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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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 

       一个城市要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首先要搞好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如果内部一盘散

沙，相互掣肘，就不可能同其他地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内部合作是外部合作的基础。就成都

而言，区域合作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成都全域范围内，各个区（市）县之间的区域合作。成都市从2003年就开始搞

包括“工业向园区集中”在内的“三个集中”，后来提出了“一区一主业”，如今又出台产业功能

区规划等，这都要求内部更紧密地区域合作。 “三个集中”以及一区一主业和产业功能区规划，

对优化成都市内部空间发展格局，提高产出水平，提升城市竞争力都有积极作用，符合现代产业集

约集群发展的规律。 

       第二个层次的区域合作，成都和周边城市和地区的合作。目前成都和周边七个城市（德阳、绵

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签订了《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七个城市都位于

成都周边地区，加强与这些地区的合作是必要的。作为四川省省会城市，成都不仅要加强同这七个

城市的合作，还将加强与其他区域的合作，并努力促使地区间企业的广泛参与，因为没有企业合作

的政府间合作框架是没有意义的。强化“成都经济区”的同时，成都与周围城市组成的区域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成渝合作就可以联合带动中国西南地区“双核”共振。 

       第三层次的区域合作，就是成渝经济区的合作。成渝经济区在中国西部地区名列前茅。规划中

的成渝经济区约20.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15个市县和重庆31区县，区域总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

人口和GDP总量均占西部地区的近三成，是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水平最高的区域。由于这两个

城市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建议将克服重复建设、防止市场封锁作为两地政府的重

点，鼓励并创造条件促进两地企业跨行政区发展。根据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区域可分为三类，即年

轻区域、成熟区域与老年区域。成渝经济区目前处于年轻阶段。这表明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前景是良

好的。 

       第四个层面的区域合作，成都还将在全国范围内，主动融入泛珠江三角区区域合作，有效对接

长三角合作，加强与环渤海区域、海峡两岸经济区和中部省市的合作，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参

与分工。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区域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各异。东部许多发

达城市地区已经或将要步入结构与布局调整期，这是区域发展规律的反映。东部地区的调整会给国

内其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提供许多发展机遇。比如，“9+2”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泛珠三角

区域是一个战略合作区域概念。政府推动这种大范围区域合作具有战略意义。成都市在参与泛珠三

角合作时，注重推动企业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一般的走亲戚式的开会，在大范围区域吸引那些对环

境质量要求较高的企业，为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打下产业基础。 

       区域合作是成都市定位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成都市在产业结构调整上

也需要区域合作；成都市虽然有人才优势，但发展高端产业仍然需要与其他技术水平更高的区域加

强协作；成都市的环境保护需要周边地区的配合，如果周围地区污染工业林立，成都市无论如何是

不可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这些都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区域合作，是开放的手段，也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手段。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无非有两

种途径：一是依靠自主创新推动；二是通过区域合作引进高新技术。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时，除培

育自身的人才外，成都市还可通过与其他科技实力更强的区域展开科技合作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引进高新技术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引进即引进高新技术，间接引进主要是通过人才引进来实

现技术引进。产学研结合既可在同一地实现，也可异地实现。 

       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区域合作由政府主导型逐步向企业主导型过

渡。实践证明，那些区域合作转型到位的区域发展得相当好，而那些没有适应区域合作转型要求的

区域落伍了。 

       整体而言，成都市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但的确面临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的机遇。后发优势在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通过“学习”“模仿”和“借鉴”，以较低成本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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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走完相对发达地区所走过的路。成都抓住了东部地区结构与布局调整带来的机遇，积极占领东

部地区调整让出的市场空间，扩张发展总量并提升发展质量；抓住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在

全球范围内吸引对成都市发展有用的人才，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成为同类城市的

重要样本。 

       专家档案 

       张可云，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

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合作与冲突、区域经济理论、区位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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