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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在“四川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交流活动暨2022四川十大经济影
响力人物颁奖典礼”现场，2022四川“拼
经济 搞建设”标兵单位榜单出炉，“成都
市双流区国际空港经济区现场建设指挥
部”榜上有名。

就在榜单发布前的上一周，空中客
车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公司首席执行
官徐岗一行来川考察。在位于成都国际
空港经济区的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
项目工地上，空客团队站在3层楼高的
瞭望台上看到，幢幢厂房拔地而起，整个
厂区已具雏形……这个投资60亿元，填
补中国航空产业链末端空白领域的项
目，正在成为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的“脊
梁”项目之一。

2022年，是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从
无到有”的诞生之年，也是“从有到优”的
拼搏之年。

随着空客、中商飞、顺丰等项目持续
发挥链主效应，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力
争在3年后用4.98平方公里撬动200亿
产业规模，打造高端航空制造业和现代
航空服务业“两业”融合发展典范。

“低调”出场
工棚会议室里召开动员部署会

时间回到2022年8月29日，这是成
都国际空港经济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
众视线。

当天，在建设工地搭建的工棚会议
室里，双流区举行“高质量建设成都国际
空港经济区动员部署会”，几十名指挥部
成员聚在一起，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办
公桌前听取工作部署，年轻的成都国际

空港经济区“低调出场”。
经济区位于双流国际机场二跑道西

侧，是双流机场跑道空侧为数不多未开
发的稀缺地块资源。俯视其全貌，这里
零散分布着厂房、办公楼、村落、居民楼、
空地……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稀缺，双
流迟迟未“动手”，一直努力为这块土地
寻一个好的归宿。“以前，我们一直在思
考如何规划，怎样才能更好利用这块高
价值土地。”现场建设指挥部招商工作负
责人李蔚然介绍，高价值土地需要高量
级项目和载体支撑，双流一直在为这里
寻找产业支点。

契机发生在2022年。空客飞机全
生命周期服务项目，中国商飞，以及全国
最大的货运航空公司顺丰航空、民航机
载设备适航审定中心、航油航化适航审
定中心、飞行校验中心、民航医学中心
……片区积累了一批高质量项目，等待
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高质量发展跃升。
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的“出炉”时机已然
成熟。

“高速”建设
年轻的国际空港经济区拼劲十足

从零起步，年轻的成都国际空港经
济区身上有一股“拼”劲，成为成都市24
个“三个做优做强”重点片区之一。

这股“拼”体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以经济区的链主项目——空客飞机全生
命周期服务项目为例，2022年1月，项目
正式落户成都；4月，项目投资协议签定
暨概念设计发布会在双流区举行，项目正
式进入实操阶段；7月，项目动工动员大
会举行，项目正式开建。这个总投资60
亿元的项目，每3个月就实现一个阶段性
重大目标，可谓马力全开，高速运转。

这股“拼”体现在工期建设时效上。
今年春节假期，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
务项目7天“连轴转”。建设工期非常紧
迫，这个体量的建设项目一般需要两年
以上，而空客项目只有14个月。按照计
划，该项目今年5月完成建筑主体施工，
6月大型设备进场安装，8月完成总平施

工，9月30日竣工移交，11月中旬投运。
这股“拼”体现在攻坚克难的勇气

上。空客项目拥有中国西部地区最大跨
度的维修机库，长99米，宽91米。这个
维修机库适用于空客A380机型。这里
不仅可以做维修，也可以做客改货、飞机
拆解，补齐了航空产业链末端的空白。
据悉，飞机维修机库的钢结构钢桁架拼
装预计2月28日全部完成。

梦想蓝图
打造一座名副其实的航空之城

奋力拼抢的背后，是梦想的支撑。
双流的梦想是打造一座名副其实的航空
之城，让“中国航空经济之都”成为这座
城市的国际名片。

如何实现这一梦想？双流将空客总
部所在地——法国图卢兹作为学习样
本。作为欧洲著名的航空航天之城，除
了航空产业，航空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了
这座城市的经络与脉搏。

航空制造为城市立筋骨，航空文创彰
显城市特质，一系列的航空活动不断为城
市带来新鲜血液，增强城市产业活力。

记者了解到，双流区将借今年6月
巴黎航展的契机，组队赴法国，携手空客
共同开展“建圈强链”航空产业链企业的
招商拜访。空客方表示，“希望通过空客
和双流两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将成都空
客项目打造成为中欧合作的典范，让空
客在双流形成集群发展效应。

此外，空客团队还为四川带来了一
个好消息：9月的空客中国供应商大会将
首次进驻成都。届时，来自中国及世界
的空客供应商将齐聚蓉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2月24日，“四川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交流活动暨2022四川十大经济影
响力人物颁奖典礼”在遂宁射洪市举
行。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
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贾
康出席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围绕“县域
经济发展与县域财政金融创新”以及企
业家精神，贾康给出了真知灼见。

“守正出奇”
充分发挥县域层面的可塑性

如何认识县域经济？贾康表示，县
域是华夏历史上最为稳定、带有规模经
济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地方政府
辖区具体形态。中国的县域一般都是
几十万到上百万人规模，在国际上相当
于一个小国的国民规模了。它们在中
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对接现代化和平
崛起的过程中，成为支撑中国整个产业
群落和城市集群大棋盘的基本因素。

近几十年来，我国县域经济活跃发
展，迅速繁荣，这跟地方政府对辖区企
业的扶持有关。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
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形成对创业创新活
动心照不宣的认同、包容和服务意识。

概而言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平
崛起过程中，县域是“底座”，也将在政
府架构扁平化改革中，成为实体政府层
级意义上的基层，它们是至少1800多
个生龙活虎的具体单位，可以在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对接的国际竞争中做得有
声有色。

县域经济如何超常规发展？贾康
表示，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一招”，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
府”的“守正出奇”，使中国的发展在整
个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超常规特征。放
在县域经济发展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具体来说，一是政府要考虑在自己
辖区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二是制度
创新的供给。地方、县域需要在自己的
改革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找到审时度势
而发力的具体作用点。三是要有政策的
供给，例如怎么样掌握“政策性资金、市
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其
中有很多可做的大文章。四是要推进守

正出奇的创新发展，科技、人才、环境、物
流、文化供给等，一样都不能少。

勾画了这些以后，财政金融就可以
通过财政视角加上“政策性”“创新取
向”的正确设计与实施，在县域层面发
挥其可塑性。

高质量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实体经济是构成
我国县域经济的主要成分。”贾康说，在
县域经济中发展成气候的企业，大多高
科技含量尚不太高，主要对应劳动密集
型特点发展制造业。国内大量的实体
经济、已有“世界工厂”国际影响的制造
业，在县域层面怎么升级至更高附加值
和环保、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怎样
从主要生产大路货到形成专精特新的
产能，这些都紧密联系着一个问题，那
就是怎么认识民营企业的发展。

“县域经济中活跃的绝大多数市场
主体是民营企业，它们有自己的相对优
势，也存在相对劣势。”贾康认为，县域
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毫不动摇继续
坚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当然，这方面
在现实中仍面临很多挑战性问题，还需
要通过我国县域经济及县以下的创新
发展来持续完善它。

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有何契
机？贾康认为，我国中西部的县域经济
发展相对滞后，这是不足，但从另一个

视角来说，也是潜力所在，中西部未必
就不能大踏步追赶东部那些比较成功
的增长极区域。

保护企业家精神
要尊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全力以赴拼经济，就得总结经验，最
终还得落到企业的发展上。在经济生活
中，企业家作用非常突出，从中国乃至全
球来看，企业家也都是当代最稀缺的资
源。”演讲中，贾康高度评价企业家精神。

他认为，企业家精神表现在创业创
新的强烈意识、勇于竞争和试错、敢于
承担风险等方面，也体现在企业家有胆
识、有悟性、有毅力，甚至是有商业直觉
上的过人之处，对于市场、市场机遇的
独到理解和把握。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不能以失
败论英雄，也要尊重‘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的开拓作用和贡献。”贾康说：“企业
家一旦进入商业赛道，就要在保证企业
生存、参与市场竞争的发展前提下，再
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才是完整的
企业家精神。”

怎样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贾康
认为，宽容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制度保
障、良性的市场公平竞争是弘扬企业家
精神的催化剂。要营造高标准、法治化
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家们潜能和活力的
充分焕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贾康：

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其精神需要保护和弘扬

怎样用4.98平方公里撬动200亿产值？
解密高质量发展的双流样本

贾康发表主题演讲。

空中客车
全球执行副总
裁、中国公司首
席执行官徐岗
一行来川，考察
位于成都国际
空港经济区的
空客飞机全生
命周期服务项
目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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