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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在北京建设中关村孵化基地，在成都成立总部经济产业园，在上海组建创新示范中心……
近两年来，达州的“飞地园区”遍地开花，聚焦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数字通信等产业，探索错位
发展的新路径，让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间被拓展。

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行政壁垒，实行招商同推进、产业同发展、园区同建设，加速构建结
对合作、互为赋能的新格局——这是达州扬长避短，探索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改革的一个
缩影。

达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谈“达州- 南充组团培育省域经济副中心”

“组团”最重要的是优势互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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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提
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持续
做强重要节点城市特色功能。

早在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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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时间，从7个区域中心城市到
5地建设3大省域经济副中心，这其中
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又有哪些值得期
待的地方？近日，记者采访了国合华

夏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国家发改委
国际合作中心原执行总监吴维海。

吴维海表示，四川提出建设3个省
域经济副中心的做法有先进性。“从原
来各个城市分散发展到成渝城市群战
略的制定，四川慢慢形成了跨省份的
城市间经济合作。在这种大布局之
下，四川通过竞争机制，更有利于整合
突出优势产业，尤其可以避免各市区
间的恶性竞争和各地割裂发展的问
题。”吴维海说，“我相信，将来这3个省
域经济副中心的发展，在凸显出龙头
核心城市功能之外，还会通过辐射效
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除了数量上的变化，五地中，除了
绵阳，宜宾和泸州、南充和达州两两组
团，省域经济副中心“个头”变大了，吴
维海认为，组团发展的一大好处就是
更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能够形成跨
区域的产业链互补和资源要素的共享
平台。“如果单纯以行政区划为主，可

能造成重复建设或者产业小而零散等
问题，很难形成明显的产业特征，但跨
区域发展就能形成相对明显的产业特
征，凸显四川特色，对外也更有竞争
力。”吴维海说。

放眼未来，省域经济副中心还有
哪些地方值得期待？吴维海表示，省
域副中心的发展优势在于可以形成核
心圈和城市群，让生活和产业配套形
成集中度，同时对周边形成资源要素
辐射。

“如果从更远来说，省域经济副中
心的建设，能够促进三大产业的融合，
促进全省资源更加有效的分配。这需
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成渝城市群和省域
经济副中心的关系。国家大政策和省
域副中心建设怎么衔接，要站在更高层
面上去分析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和省域
副中心的关系。”吴维海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支
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创新毗邻合作、园区共建、飞地经
济等新模式。达州的探索和经验，如
何运用到达州-南充组团培育川东北
省域经济副中心的实践中？近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达州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拓展发展空间
达州的“飞地园区”方兴未艾

5月8日，大竹（成都）总部经济产
业园在成都揭牌成立。产业园由成都
市成华区和达州市大竹县以飞地园区
模式共建，面积4.3万平方米，将聚力
打造资源共用、合作共促、成果共享的
创新平台。

“总部在成华，生产在大竹”，按照
这个思路，两地将科学策划项目，精准
招商引资，共同推动龙潭工业机器人产
业功能区与大竹经开区签署的合作协
议落地落实，全力推动产业园尽快投产
达效，共同打造“飞地经济”发展样板
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此之前，通川区一直在着力破除
地域藩篱，积极探索、加快推进“飞地经
济”发展，走在了达州各区县前列。

早在2020年7月，通川区在北京
中关村海淀园内建立的“中关村（达
州·通川）孵化中心”便开始运营，并成
立了北京飞地孵化工作小组，促成了

“北京飞地孵化器”与“通川本地加速
器”的有效衔接。同时，通川区还成立
了“融入东西部大循环—通川（上海）
协同创新示范中心”，助力通川发展。

达州市人民政府在推动开放合
作、拓展协同发展新空间方面也明确

提出，今后五年，将支持达州经开区探
索“飞地园区”、共建万达开先进制造
业示范基地，支持川渝毗邻地区共建
产业合作示范区；推动设立万达开统
筹发展基金，协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新的增长点。

努力扬长避短
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省委支持达州与南充组团培育
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面对新的发
展机遇，达州有优势，但也有短板。”达
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达
州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经济发展质量
不高、动力不足；产业结构性问题较为
突出，高能级平台不足，缺乏龙头企业
支撑；投资缺乏大项目，特别是产业项
目不足等。

“组团，最重要的是优势互补，只
有强强联合，才能共同带动周边和毗
邻地区加速发展。”该负责人表示，省
委提出，要“一盘棋”构建优势互补的
区域经济布局，“一体化”推进机制协

同、产业协同、平台协同、政策协同，
“一条心”抓好高水平合作——这为达
州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盘棋”，达州有两层考虑：一是
与南充协同做大做强，引领带动川东
北经济区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二是协同万达开区域，
打造川东北渝东北核心增长极，引领
带动成渝双圈北翼振兴。

“一体化”，这是达州与南充组团
发展、与万达开统筹发展的重点指
导。当前，在推动万达开统筹发展的
过程中，达州着力于机制协同、政策协
同、平台协同等，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同时，在过去推动川东北区域一体化
发展的过程中，达州也与南充进行了
良好的互动，比如协同推动重大交通、
重大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一条心”，达州将加强与南充对
接，站在组团打造省域经济副中心的
视角，积极谋划一批重大合作项目、重
大合作事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切实把省委战略落到实处。

打破行政壁垒
将借鉴推广成功的改革经验

在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方面，达州当前已推出具体举措22
条，推动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
设不断走深走实，并探索建立财税利益
分享机制，共同打造产业合作示范园区。

为此，达州打造出了有吸引力的合
作平台。例如，开江县与开州区共同组
建“制造业发展联盟”，联合组建产业招
商小分队4个，先后前往东南沿海发达
地区开展招引活动5次，成功引进3个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达州东部经济开
发区与开州浦里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
中的廷江光电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两大
产业园，目前已初具规模，前景可观。

达州市发改委主任袁勇在参加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期间表示，未来五年，
达州将聚焦奋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北翼振兴战略支点，持续深入推进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进万
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在规划、产
业、要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共享等方
面有机融合，共同编制并推进实施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发展规
划》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专项方案。

未来，与南充组团培育川东北省
域经济副中心，达州将借鉴推广已有
的成功经验，以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
分离改革为主线，探索构建统一编制、
联合报批、共同实施的规划管理体制，
一体化的产业培育机制，统一行政审
批与项目管理机制，深化土地要素市
场化一体化配置改革，同时建立一体
化的人才集聚制度，建立成本共担、利
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度，构建生
态环境共保共治机制，构建基本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机制，积极构建协作共
赢的发展共同体。

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吴维海：

跨区域发展能形成相对明显的产业特征

吴维海

达州·通川（北京）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