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省域副中心城市，通常是指在
一个省份的范围内，综合实力较周边城
市强大，经济辐射力超出自身管辖的行
政区范围，拥有独特优势资源，且与主
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可被赋予带动周
边区域发展重任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

2001年，秦尊文在全国范围内首
次提出此概念，是为解决武汉在湖北

“一城独大”的发展困境献计献策。
在东部，多个省份存在大城市经济

实力接近甚至超过省会城市的现象，然
而在中西部地区，“一城独大”情形并不
少见。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四川早已提上
议事日程。2018年，四川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区域发展新格局，并明确了绵阳、德
阳、乐山、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7个
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区
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

分析显示，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
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
西北生态示范区协同发展，区域发展差
距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

从7城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到建
设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秦尊文表示：

“四川抓住了机遇，部署严谨。”
在秦尊文看来，绵阳是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是经

济总量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迈上3000
亿元的“种子选手”，未来能带动四川更
多千亿级城市出现，起到领头羊作用；
宜宾与泸州所在的川南经济区，2017
年至 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增速位居五区首位，组团建设川
南省域经济副中心，有利于带动川南经
济区高水平建设全省第二经济增长极；
在加快建设成达万高铁的机遇下，达州
和南充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组团培育川
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能大大提升经济
紧密度，实现谋划联动，有利于带动周
边城市协同发展。

发展创新：
组团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
能达到1+1＞2效果

“如果把一个省比作一个班级，省
域主中心就是班长，通常是省会城市，
副中心就是副班长，副班长要协助班长
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秦尊文曾用这样
一个比喻，来解释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
的重要意义。

2001至2002年，秦尊文连续两年
向湖北省政府提出建议，将宜昌、襄阳
两市培育为该省的副中心城市。2003
年，湖北省正式明确“省域副中心”城
市。2011年，湖北省委先后发出加快
襄阳市、宜昌市跨越式发展的决定。

“一主两副”发展战略下，宜昌市、
襄阳市GDP逐年提升，2021年，襄阳
市、宜昌市经济总量双双突破5000亿
元，分别达到5309亿元和5022亿元，
与武汉市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周边城
市也在协调发展。

“这项经验是可复制的。”秦尊文长
期关注四川区域发展，他认为四川也面
临与湖北同样的困惑。早在2015年，
秦尊文就注意到四川省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他当时就如何破解四川经济发展
不平衡问题，联合四川省社科院多位专
家探讨并给出建议。“就像湖北一样，四
川也该选出自己的副班长、劳动委员
……”秦尊文说。

他同时表示，四川省域经济副中心
的确立，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创新之
处。与湖北“先有省域副中心城市，再

有城市群”发展模式不同，四川早在
2007年就确定了四大城市群（成都平
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
攀西城市群），再从七大区域中心城市
逐渐形成到如今建设3个省域经济副
中心。

与其他省份建设省域副中心聚焦
于某个城市不同，四川省域副中心出现

“组团发展”现象，其中川南省域经济副
中心、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均落地在
城市组团。

“这是很好的创新。”对此，秦尊文
充分肯定。他表示，组团城市之间无论
产业结构还是区位优势都较接近，城市
组团可使中心力量更强，能调动更多积
极性，能发挥出1＋1＞2的效果。

发展建议：
将宜宾打造为枢纽港
支持攀枝花带动攀西城市群发展

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明确后，四川
该如何破题？对此，秦尊文也给出具体建
议：“宜宾作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可将
它打造成枢纽港，这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早在2015年，秦尊文前往
四川调研期间就看到了宜宾的潜力。他
观察到，1949年至2013年间，四川各地
市州除成都GDP占全省比重大幅增长
外，宜宾占比同样小有增长。近年来，宜
宾发展稳中有进。2018年至2021年，宜
宾GDP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全省第一。

同时，宜宾与泸州所在的川南经济
区，2017年至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7.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4个
百分点，增速位居五区首位。在这些数
据支撑下，秦尊文表示，他愈发看好川
南省域经济副中心未来的发展。

除已确立建设的3个省域经济副
中心，秦尊文还注意到攀西城市群的潜
在优势，“作为四川四大城市群之一，攀
西城市群也需一个城市来带动引领。”

为此，他建议加大对攀枝花培养力
度，“攀枝花以工业建市，矿产资源和清
洁能源丰富，同时处在四川最南端，有
明显区位优势。”秦尊文表示，利用好自
身产业优势，攀枝花和攀西城市群未来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为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了总体谋划，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四川的宏伟蓝图。着眼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党代会报告提出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问计“副中心”》特别策划，对话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四川省域经
济副中心如何建设寻策问计，共商未来。

——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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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副中心首提者秦尊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杨芮雯

人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属于四川省
域经济副中心
的发展新机遇
来了。

5月27日，
中国共产党四
川省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开幕。党
代会报告提出，支持
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
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
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
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
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
省域经济副中心。

“经济副中心，要在区
域内不断提高经济总量，起
到领头羊作用。”作为全国最
早提出建立省域副中心的学
者，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
长、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秦
尊文认为，此次四川明确建
设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部
署很严谨。通过抢抓科技创
新、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成达
万高铁建设等机遇，增强区
域发展协调性和平衡性。

5月31日，秦尊文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专访时表示，四川确立建设
的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将成
为川北、川南和川东北3个区
域的经济增长龙头，将对3个
城市群起到带动作用。

这是城市发展新阶段，
蕴藏新发展机遇，也正在成
为改写区域发展格局的新
路径。

打造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
四川改写区域发展格局

部署严谨：
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
将带动更多千亿级城市出现

全国最早提
出建立省域
副中心的，
中国城市经
济学会副会
长、湖北省
社科院研究
员秦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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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岷江、长江在宜宾交汇。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