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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全球优质高端要素资源
深化成都产业

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

过去五年，成都年均生产总
值增速是6.2%，比全国高1个百
分点。去年总量超过2万亿元，
经济总量超过了杭州、南京、济南
等多个沿海城市，保持在第七位，
在国家体系中稳居第一方阵，经
济总量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成都能不能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取得突破？关键看如何增
强创新策源能力。”对此，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成都推动高
质量发展，要突出两个战略方
向。一是要由规模扩张转向能级
提升，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
由经济大市转向经济强市。要增
强创新策源功能，引领产业迈上
价值链中高端，在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比如，
成都在核物理、空间动力学、轨道
交通、磁悬浮等领域，都有基础和
条件，能够打造有全国重要影响
力的原始创新高地，来形成一批
原创性成果，引领关键核心技术
的突破，引领产业提升价值链，在
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吸引全球优质高端要素资源，
深化成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水
平，推动更多产业进入国际前沿
地带。

把握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机遇
打造科技成果的原始森林
培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2022年，累计有2500项
科技成果在成都转化，技术合同
交易额超过1400亿元。同时，国
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生物
靶向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正
在进一步加快建设。

成都还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提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院长王昌林认为，应把握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
史机遇，打造科技成果的原始森
林，要培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培育一流的科研机构，必须要有
更多0到1的成果，要有一些颠
覆性的成果，要有一些真正可转
化可商业化价值的成果。在企
业培育方面，要培育顶天立地的
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
形成产业的森林。“对成都来说，
小企业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很
多，但缺乏标志性的链主企业。”
王昌林表示。

营商环境建设
一定要适应数字经济
迅速发展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院长何德旭关注高质量发展
中的营商环境打造。他注意到，

成都市在持续推进城市数字治理
水平的提升，构建起了一网统管、
一网通办、一网共享、一键回应的
治理体系。

“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关系到
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
能够为城市的市场主体的生产营
运和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优良的制
度环境和硬件条件。”何德旭认
为，从国内各个地方优化营商环
境的具体举措来看，有一些共同
特点。比如坚持与先进科技、数
字技术的强力结合，通过这样的
结合来打破各个部门、各个行业
的业务壁垒，实行资源的优化整
合。还有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竞
争，强化区域的合作，这是在避免
和减少资源浪费，克服低效率的
问题。

何德旭尤其提到“数字营商
环境”的打造，他认为，营商环境
的建设、评价，一定要适应数字经
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来改变、充实
和完善营商环境的建设，希望成
都在营造数字营商环境方面先行
一步。

深度挖掘城市空间的价值
促进公园城市的
资产保值增值

“我们现在谈城市空间，往往
注重空间的开发建设，但是对于
城市空间的挖掘可能比较忽视。
事实上城市空间也是一种非常稀
缺的资源，即使再大的城市空间
也是相对稀缺的，但是千万不要
以为我城市面积大我的空间就可
以无限利用，而且空间价值它具
有非均衡性和异质性的特点，特
别是具有高价值的空间更是稀
缺。”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认
为，应深度挖掘空间的价值，提高
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他认为，功能分区是工业时
代的一个产物，在后工业化的城
市里，强调的是多功能组合，强调
的是特色分区，不是功能分区，所
以我们在土地用地性质上，更多
的是混合用地，而不是明显区分
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
以上海杨浦区为例，比较早就借
鉴硅谷经验，提出了“三区联
动”，即校区、园区、社区联动起

来。而放眼国际，也可以看出，
科研机构都是嵌入在城市空间里
的，并不是专门开一个高科技园
区。比如纽约市是硅巷、伦敦是
硅环，都是一种嵌入式。对于成都
的公园城市建设来说，很多总部经
济完全可以坐落在公园当中，包
括一些平台经济、文化创意行业
等，以此带动其他城市资产的保
值增值，反过来也促进公园城市
的资产保值增值。此外，应通过
数字科技，特别是数字化转型和
文化赋能，打通空间城市品牌。

数字经济、创新产业的发展
可能是核心城市未来
成为核心的依据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
渝……城市群正在引领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通过城市群内各个城
市的发展指标，能看出高质量发
展的哪些讯息？

“我们尝试把四大城市群，包
括77座城市进行了分类，四大城
市群占全国经济将近一半，超过
万亿GDP的城市有15座，占全
国65%。”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介绍，
按照城市功能、辐射力、城市整体
能力、行政管理能力选择11座中
心城市、14座工业强市进行比
较，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中心城市
高端引领、创新引领的功能越来
越突出。唐杰认为，空间集聚走
向扩散的过程中深化了城市间的
分工，中心城市更加集中于创新
的功能，数字化创新和深度工业
化的高端制造的发展。而非中心
城市更加承担了工业化制造的功
能，从整体上中心城市和周边工
业强市的关系，特别表现在长江
三角洲，从整体上就提高了城市
群的效能。

他表示，走向创新时代，核心
城市成为创新中心将成为趋势，
而中心城市向创新的高端延伸，
提供更多多样化的原创性创新产
品，将成为中心城市需要关注和
把握的问题，“成都要考虑与周边
城市做合理分工，核心城市的中
心是要向创新发展延伸。”在唐杰
看来，成都走向创新城市发展，需
要更多关注数字经济、创新产业
的发展。

刚刚跻身“2万
亿俱乐部”的成都，
不敢有一丝松懈，
锚定了未来五年的
新目标——地区生
产总值超过3万亿
元，经济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突破。

2022 年，成都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20817亿元，增长
了2.8%，全市常住人
口已经达到2126万
人，迈入了超大城市
的行列。经营主体
的总量达到364万
户，在副省级城市中
居第二位。

在中国式现代
化伟大征程中，超
大城市高质量发展
可以抓住哪些有效
举措和关键路径？
4月9日，在成都高
质量发展专家座谈
会上，国内城市领
域多位顶级专家，
为成都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和美誉度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把脉
支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Chengdu
Development

锚定3万亿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全国顶级专家为成都“把脉支招”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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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质量发展专家座谈会现场。

何德旭

王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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