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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1
为何要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

四川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
丰富，但“全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然突出”。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成
都经济总量接近2万亿，达到19917.0
亿元，稳居副省级城市第3位，经济总
量占全省的比重达到37.0%。而去年
四川还有五个市州 GDP 不足 1000
亿元，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6。

“省域经济副中心的建设，在局部
区域承担起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核作
用，带动更为广阔地区的发展。”戴宾
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与观察已近30年，
区域如何均衡发展，是他最关心的问
题之一。

戴宾认为，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
更有利于推动省内若干大中城市加快
发展，通过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辐射带动广大
区域，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全省
经济社会协调平衡发展。

关注 2
为何要选择这五座城市？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被
确认为省域经济副中心的五城，具体
表述也有不同：绵阳“加快建成”，宜
宾-泸州“组团建设”，南充-达州则

“组团培育”。
为什么会有不同表述？戴宾认

为，“GDP达到3000亿元，只是四川
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的一个基本标
准，更重要的是GDP占全省比重至少
要达到8%。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
四川大部分地级市尚难单独撑起省
域经济副中心的重任。从2021年四
川各地GDP的情况来看，除成都外仅
有两个城市超过3000亿元，分别是
绵阳、宜宾，与经济较好省份地级市

每年经济总量4000亿元、5000亿元
的体量相比，四川地级市的差距依然
十分大。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重点任务》指出，要疏解超大城市、严
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四川建设省
域经济副中心迫在眉睫。在此形势
下，区域内有条件的城市实现联动发
展，才能有效地带动区域发展，同时
符合都市圈、城市群发展规律。”戴宾
表示。

关注 3
蓝图如何才能变成现实？

那么，五城接下来该如何将“蓝图
变成现实”？

戴宾认为，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是
一项长期、复杂而且涉及面很广的工
作。“我认为建成省域经济副中心要着
力培育形成全省性的经济功能和城市
综合功能。”在此基础上，戴宾提出了
区域及城市功能担当的“三担”理论。

戴宾解释说，所谓“三担”，即是将
省域经济副中心在全省经济发展战略
格局中所应担负的功能分为主担、共
担、分担三类情形。

“主担，即是省域经济副中心要成
为全省某些经济功能的主要承载地和
核心功能区。”戴宾表示，从绵阳科技
城使命出发，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要

“主担”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职责，

加快建设好科技城，推动四川省科技
创新发展。

架起看不见的沟通发展新桥梁。
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主担”着辐射引
领乐山、凉山州以及攀枝花等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作用。川东北省域经济副
中心，则“主担”着增强两个城市与巴
中、广安、遂宁等地的分工与协作，促
进区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通，加快区
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

“共担，即是两个城市组团共同担
负某一功能。”区域联动发展，如何实
现“1+1＞2”？宜宾和泸州在交通基
础设施、经济和社会公共资源等方面
展开合作，“共担”构建共同的交通基
础设施网络、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社会
保障体系的使命责任。

“分担，即是发挥辅助作用，分担
全省某些方面的经济功能。”加快在成
渝城市群以及跨省经济协调发展中发
挥出积极作用，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

“分担”了对接成都都市圈以及重庆、
贵州、云南等地的战略重任。

而作为成渝城市群重要组成部
分的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分
担”着区域协调发展压力，将加强与
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以及渝北地
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加快融入到
成渝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中。同
时，还将代表四川，加强与陕南地区
的交流与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刘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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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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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四川早已提上议事日程。时间回到4年前，2018年6月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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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戴宾认为，从七城竞争“上岗”，到明确为“3
个副中心”，说明四川迎来优化产业经济地理、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的重大契机，这也是四川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迈进的破题关键。

——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西南交大教授戴宾：

明确建设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
是四川迈进经济强省的破题关键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
理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区域经济研
究会会长戴宾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6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听取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专项
督查情况汇报，要求打通堵点、完善配
套，充分发挥政策效应；部署进一步稳外
贸稳外资举措，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会议指出，近期国务院派出督查组，
对12个省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开
展专项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各地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
策、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多数地方出台了
配套举措，助推经济运行向好因素增多、
市场信心增强。同时也发现有的地方存
在政策落实不到位不精准、工作简单化

“一刀切”、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会议
强调，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要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地要切
实负起保一方民生福祉的责任，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推动稳经济政策再细化再
落实，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应，确保二季度
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一是督
促抓紧整改。国办要把督查发现的问题
反馈地方和部门，对典型问题予以通
报。各方面要举一反三梳理存在的问
题，尽快整改到位。国办要对整改情况
进行核查，并运用“互联网+督查”持续
跟踪政策落实、推动解决新问题。对未
纳入此次督查的省份，结合国务院年度
大督查对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进行
督查。二是地方要结合实际抓落实。聚
焦保市场主体、稳岗保就业强化政策支
持。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和夏种顺利开
展，保障煤炭电力稳定供应，支撑物价稳

定。进一步畅通交通物流，解决好复工
不达产、产业链复产不协同问题。清理
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的政策和管理措
施。三是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举措。对
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地方尚未出台配套
政策的、部门尚未出台实施细则的，要尽
快推出。对这次督查中有关方面提出的
意见建议，部门要认真研究，政策该完善
的完善。

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
国策，稳外贸稳外资事关经济全局、就业
大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落实
已出台稳外贸稳外资政策同时，进一步
加大支持。一是充分发挥各级稳外贸稳
外资、物流保通保畅等机制作用，及时协
调解决外贸外资企业复工达产、项目建
设等方面困难。指导地方创新稳外贸稳

外资措施。二是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对
出口退税信用好的企业阶段性实行3个
工作日内退税到位，扩大优质产品进口，
加快提升港口装卸转运和通关效率，保
持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研究阶段性
减免港口有关收费。用好《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协定，发挥好自
贸试验区等作用。支持海外仓企业建设
智慧物流平台。三是积极吸引外商投
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稳定企业预期。出台力度更大的加
工贸易梯度转移支持政策。扩大中西部
外商投资制造业鼓励类目录。发挥服务
外资企业专班作用，健全与外资企业常
态化交流机制，及时了解他们的困难，对
合理需求予以支持。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打通堵点完善配套充分发挥政策效应

推动稳经济政策再细化再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