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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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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毅认为，这是带动四川各经济区均衡发
展的必由之路。3个副中心和成都都市圈构成“1圈3组团”的格局，将使四川经济发展的空间
结构更合理。

为何建？
顺应空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以支撑全省经济更好地发展

关于四川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的
背景，党代会报告中表述为，顺应空间
结构变化新趋势，着眼增强区域发展协
调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就此，盛毅
解读：“从空间结构上，在全省范围内，
成都市乃至成都都市圈发展较好，而其
他区域发展相对滞后。川东、川南、川
北这3个地区人口集中，从中选择5个
城市组团打造3个副中心，就和成都都
市圈一同构成了‘1圈3组团’的格局，
以支撑全省经济更好地发展。”

除空间结构的因素外，盛毅认为，
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趋
于集中、创新要求日益提高态势下的必
由之路。“只有选择集聚发展有条件的
城市，才能增强产业发展能力、支撑产
业升级、强化产业创新，形成更好的现
代经济体系配套条件。”

此外，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也是一
种示范。四川省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区
域间的联动发展，通过组团的方式来推
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发展、增强实力，
也会为其他城市间的联动发展提供新
的示范。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选择3个区域
同时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这在全国范
围内都是少有的。盛毅分析，一方面，
四川经济总量大，面积也大，但生产力
较为分散。从未来发展来看，亟需推动
区域经济中心的建设，促进各类要素高
效集聚，实现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
从各地区基础条件来看，上述3个地区
均具备经济发展速度快、产业支撑强、
未来发展空间好的特点，以及发展副中
心的地理、交通条件和城市间协同发展
基础，应该支持它们都去建设副中心。

如何建？
按基础分梯度建设

形成区域内综合性经济中心

蓝图已绘就，具体该如何建设？

记者注意到，从报告表述来看，3
个副中心的建设目标分别对应“建成”

“建设”和“培育”3个词。3处用词有何
深意？盛毅认为，这或许考虑了各副中
心建设的现实基础。“绵阳作为科技城
已形成了科技资源集聚的效应，体制机
制也基本完善，发展副中心的条件相对
成熟；宜宾、泸州拥有产业经济发展的
条件，彼此联系紧密，但进一步组团建

设还需在各自分工、一体化功能建设、
体制机制建设上作出努力；南充、达州
两地已具备一定实力，但内在联系、自
身实力都还要加强，需要推动彼此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

盛毅指出，未来3个副中心城市将
各自承担特定功能，并根据各自产业特
色，形成区域内综合性经济中心的功
能。绵阳将是成都之外重要的科技创
新基地及电子军工产业集聚区；泸州-
宜宾组团是水运、高铁交通枢纽，也是
手机智能终端、电池、白酒产业集聚区；
达州-南充组团承担北部门户枢纽作
用，也将是新材料、农产品加工集聚区。

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和强省会战
略是否会冲突？盛毅表示，副中心与成
都之间冲突是有限的，更多的是相互支
撑，相互呼应。从角色定位上来看，未
来成都仍将是全省研发中心，追求更高
质量的发展，一般制造业则适当疏散。
而3个副中心则主要负责补足省域内
对技术含量、规模经济、人才、要素要求
较高的中高端制造能力。

看变化
从服务传统经济

向服务现代经济加速转变

事实上，早在2018年，四川省委十

一届三次全会便提出打造全省经济副
中心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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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盛毅看来，几年来，上述城市变
化明显，集中体现在地区经济总量、中
心城区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以及产业结
构的更新。例如，宜宾过去以白酒、煤
炭、化工为主，现今培育了电子、新能源
等新兴产业，绵阳从以家电为主转变为
发力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产业。更重要
的是，随着四川经济区建设的推动，上
述城市在工业、商业、教育、医疗等方方
面面都具备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
功能。“可以说，各城市都在从服务于传
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型中心城市，加速转
变为服务于现代经济的中心城市。”盛
毅说。

盛毅指出，未来，这3个省域经济
副中心仍有较大的建设压力，包括体制
机制改革、组团城市间的一体化分工、
主要经济指标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带动
周边地区形成特色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他还推测，在集中式发展趋势下，
未来四川还会诞生更多不同层级的区
域性经济中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旭强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毅：

构建“1圈3组团”格局支撑全省经济更好发展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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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雷倢）近日，《成都大运会共建共享惠
民行动方案》正式印发，场馆惠民行动拉
开序幕。“探馆日”“健身日”“赛事日”等
一系列惠民活动即将精彩呈献。

根据《方案》，成都将遵照“绿色、节
俭、必须”原则，坚持“办赛、营城、兴业、
惠民”理念，以“感谢、致敬、聚力”为主题
组织实施共建共享惠民行动，全面开展

“场馆惠民、体育惠民、文化惠民、环境惠
民”活动。按照“能赛尽赛、应开尽开、加
强维护、健身利民”原则，大运场馆将尽
快交还给业主方，在大运会赛前收回。
对符合开放条件的大运场馆，持续开展
场馆惠民活动。

其中，大运场馆“赛事日”活动将在
有条件的大运场馆，举办专业体育赛事

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成都市全民健
身运动会系列赛事活动、区(市)县系列赛
事活动，鼓励市民参赛观赛；大运场馆

“健身日”活动将梳理适合开放的场地、
设施、日期，形成“惠民清单”，以预约方
式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有序开放；大运
场馆“共享日”活动将合理引入高品质商
业项目，吸引市民关注、消费，丰富场馆
惠民内涵外延，提升场馆综合利用效率。

《方案》还提出实施大运场馆“探馆
日”活动，策划推出大运场馆一日游活动，
让市民走进场馆，体验大运项目、科普大

运知识，揭秘场馆设计理念。6月10日，
成都文旅集团旗下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
有限公司正式启动大运场馆主题游活
动。首发团30余名游客搭乘专车，先后
前往东安湖世界大运公园、成都露天音乐
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参观探访。主题游
活动预约通道已向市民开放。市民登录

“西蜀百景图”微信小程序即可查看产品
详情，在线预订出行。首批次上架产品为
大运场馆一日游、大运研学游，后续将陆
续推出与大运主题相关的暑期亲子游、体
育研学游、公园城市游等产品。

•将在有条件的大运场馆，举办系
列赛事活动，鼓励市民参赛观赛

•将梳理适合开放的场地、设施、日
期，形成“惠民清单”，以预约方式免费或
低收费向市民有序开放

•策划推出大运场馆主题游，预约
通道已向市民开放

成都大运会共建共享惠民行动启幕

有条件场馆可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