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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得国
家发展改革委批复；6月底，《福州都市圈
发展规划》获批。成都都市圈是继南京都
市圈、福州都市圈后，国家层面批复的第
三个都市圈规划，也是中西部唯一一个。

对于成都都市圈建设，11月30日，
南京都市圈规划技术团队首席专家陈
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成都都市圈建
设可先启动百姓期盼的公共服务类项
目，同时圈内城市切忌因模仿造成同质
竞争，在同城化中，市场应当是主力。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年，城际“断头路”全面消除，省际
航道更加畅通，都市圈轨道交通基本成
网，南京与各城市之间实现1小时通
达。陈雯说，目前南京正在加快建设

“断头路”和城际轨道，同时南京市内较
好的小学也在城市的交界地带修建分
校。“交通、教育资源共享，这是老百姓
获益最大的方面。”她说。

对于成都都市圈的建设，陈雯建
议，“可以先启动一些老百姓特别期盼
的项目，比如交通、教育、医疗项目。”她
说，公共服务类项目的建设显示度更
高，百姓更容易感知到都市圈建设的福
利。“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好了，企业合
作、市场交流也就自然启动了，这时再
去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她说。

区域一体化是在打破行政界限约
束、促进要素有序流动的基础上，把分
散的各个地区，根据经济社会和资源环
境的区位条件差异性，分工协作，有机
配置，形成一个整体合力的过程。陈雯
说，区域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合作收益
与红利。但是，区域一体化在市场边界
和利益边界方面也存在着自然障碍、文
化价值差异、经济技术差异、合作博弈
成本、机会成本、收益让渡等障碍。

“都市圈同城化要借鉴对‘一体化’
的理解，形成交通便利、文化认同、产业
分工并紧密合作、市场统一、生态生产
生活空间大区域平衡和公共福利趋
同。”陈雯说，都市圈同城化要做到差
异化特点，形成多元化的分工协作，否
则模仿趋同会带来同质竞争，同时还
要做到高效率，形成合力，实现“1+
1＞2”的资源效率最大化。此外，还要
注重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一方面，高效
率、高密度的增长需要被约束在资源
环境，另一方面，要让更多区域、城乡
的群众享受更充分的一体化发展和更
均衡的美好生活。

“在同城化中，市场应该是主力。”
陈雯说，政府可以搭建企业投资平台，
做好营商环境，不要强势去干预一个地
方做什么产业。如果成德眉资4市的
营商环境无差别，企业则会根据自身的
区位特点来选择。“长三角确实把市场
的力量发挥出来了，成德眉资也应该思
考如何发挥企业的力量、市场的规律，
从而避免圈内同质化竞争。”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霁月

南京都市圈规划技术团队
首席专家陈雯：

先启动公共服务类项目
避免圈内城市同质竞争

建议

成都高新区高楼林立。（资料图）

11月29日，省政府正式印发《成都
都市圈发展规划》。这是继南京都市
圈、福州都市圈以后，国家层面批复的
第三个和中西部第一个都市圈规划。

成都都市圈的建设，无疑将深刻
影响四川乃至川渝两地的区域发展格
局。那么，成都都市圈的“起航”，将给
都市圈内部、全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带来什么影响？记者走访了
参与《规划》编制的专家学者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

点与面

四市角色定位更明确
协作将更“多向”

根据《规划》，以成都为中心的成
都都市圈，由与成都联系紧密的德阳
市、眉山市、资阳市共同组成。主要包
括成都市，德阳市旌阳区、什邡市、广
汉市、中江县，眉山市东坡区、彭山区、
仁寿县、青神县，资阳市雁江区、乐至
县。规划范围拓展至成都、德阳、眉
山、资阳全域。那么，“入圈”对于前述
各地有何影响？

“首先，城市发展格局更优。”省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四川
先后通过成德眉资同城化等合作平台
建立密切的合作机制，但并没有明确
各自的定位。这也是导致与成熟的都
市圈相比，成都都市圈中心城市外溢
效应不明显等问题。

《规划》明确赋予成德眉资 4 市的
角色，具体来说，就是强化成都作为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德阳、眉
山和资阳比较优势，增强小城市、县城
及重点城镇的支撑作用，构建极核引
领、轴带串联、多点支撑的网络化都市
圈空间发展格局，在都市圈率先实现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其次，改变单方面、不那么成体
系的合作，变成全方位、多角度的互
相补位。”在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看
来，今后德阳、资阳和眉山 3 个城市
发展轨迹将与成都联系更加紧密。
这种紧密，最重要的就体现在协作的

“多向”上。
“此前推进的同城化，只是都市圈

建设的一个重点领域。”盛毅解释，成
德眉资已在产业协作、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化等领域有了一
定进展。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其
余三市与成都的“一对一”双向互动，
德阳、资阳和眉山三者之间的协作并
不突出。

那么，协作有哪些内容和领域？
《规划》给出答案：优化都市圈发展布
局、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协
同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共建现代
高端产业集聚区、提升开放合作水
平、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推进生
态环境共保共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八大任务。

“这意味着，今后 4 市将会互相补
位、协同作战。”在盛毅看来，在成都都
市圈起步建设后，成德眉资的同城化
发展将更加名副其实。

内与外

由成都拓展至整个都市圈
“主干”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从统筹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角
度着眼，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实
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
部署。承担“主干”的是成都。

在《规划》中，这个“主干”的责任
与大旗，今后由成都都市圈接下。那
么，“主干”的扩大，影响几何？

“此前，省委、省政府把成德眉资
同城化发展作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
战略的牵引性工程，今后，这个角色将由
成都都市圈来分担。”四川省经济和社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春健给出几个数
据：成都都市圈拥有人口2761万人，占
全省总量三成以上；去年，成德眉资
GDP总量占全省40%以上。“今后，在成
都都市圈的框架下，成德眉资4市的区
域发展整体性水平进一步跃升，对于全
省的辐射带动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主干’作用能不能发挥好，关键是
能不能形成有机融合的经济共同体。在
产业领域更是如此。”省发展改革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规划》，今后成都都
市圈将聚焦构建“两轴”打造“三带”。

“两轴”，推动成都东进和重庆西
扩相向发展，强化成都东部新区与重
庆联动的重要支点作用，夯实成渝发
展主轴，以及强化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国际铁路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辐射带
动作用，打造成德眉发展轴。“三带”，
就是统筹推进重大平台联动建设，共
建都市圈高能级发展空间载体，建设
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
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

“总的来说，对内更优化，对外带
动更强。”在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看来，今后，成都都市圈内部的资源要
素流动将更加自由、要素配置将更加
高效，产业协作配套将更加紧密。

大与小

是双城经济圈的子集
也是动力源

在采访中，专家们口中最多的关
键词之一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那么，成都都市圈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是何关系？

“是双城经济圈的子集和动力源
之一。”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提到，
国家战略内部部分城市携手建设都市
圈先例已有——此前获得批复的南京
都市圈规划，就是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背景下出炉的，“而且也是先有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后有南京都市圈。”

怎样理解子集和动力源？盛毅注
意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批复《规划》时
提及，成都都市圈要“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为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强劲动力和
坚实支撑。”而打造以成都为中心的现
代化都市圈，无疑更有利于提高成都国
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增强辐射带动
能力，成都的极核作用更加凸显。

把视野放宽，成都都市圈也是新
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子
集和动力源之一。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都都市圈是全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
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
一，经济实力中西部领先，电子信息、汽
车制造、重大装备、航空航天和生物医
药等先进制造业极具竞争力，且国际门
户枢纽地位和区域创新优势明显，“可
以说，在西部综合实力首屈一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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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都市圈“起航”带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