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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集聚效应所形成的强大经济能量不能成规模、有序地向

周边地区扩散，将反过来影响和制约成都的进一步发展，区

域竞合是统筹城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 在全域成都

的蓝图下，成都已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建立各种协调机制，努

力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 把要素资源在

全域的范围内调配，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培育更多新的经济

增长极，2007年，互动互补更加紧密的经济带、经济区将成

都引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新视野。 区域经济带，如

同一个函数坐标系：纵轴是便捷的交通走廊，横轴是城乡统

筹的规划、产业布局和均衡的公共服务，原点是区域核心城

市。随着坐标的延伸，城市的经济增长极也在延伸。 区域合

作动力 从行政推动向市场推动转轨 “荷花池”改造扯动各方

眼光 荷花池市场，寸土寸金，每天商贾云集，客流量和交易

额在全国大型市场中排前几名。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优化，荷花池的交通、环境卫生等配套服务跟不上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脚步，传统的商贸模式面临转型。 荷花池的改造提

档吸引了金新彭经济带（金牛新都彭州）各方的视线：金牛

区计划同新都区合作在城北新区规划迁建一个2076亩的新“

荷花池市场”成都国际商贸城。建成后，不仅是一个集展示

、交易、商务办公、酒店、公寓于一体的特大型商贸中心，

与之配套的小商品加工制造基地更将形成上下游紧密结合的

产业链。对接国际商贸城，新都区在5公里外投资7.5亿元建设



新都物流中心。 2007年夏天建成通车的北新大道，串起金新

彭经济带上的三颗“明珠”。此前，金牛区、新都区、彭州

市三地政府于4月份签订了《金新彭区域互动意向协议》。成

都北部一二三圈层形成区域联动、统筹发展，新的合作协议

在合作和分工中共同分享城乡统筹发展的“红利”，从发展

规划到土地整理、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招商与投资、产业

互动、劳动就业、文化卫生、人才培养，产业垂直分工、资

源优化配置，合作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 纵跨三圈层的合作

潮 2007年，区域合作，在成都风生水起： 6月7日，国务院批

准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天后，高

新区、武侯区、双流县、新津县四地签署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打造成都南部区域发展的“动力核心”和“辐射中心”。一

个成都区域内涉及范围最广的“经济区”雏形正在形成。 6

月26日，成华区和大邑县签署了《成华大邑合作备忘录》《

五年合作规划》和《2007年行动计划》。成华区发展总部经

济，大邑县建设工业产业园区，5年内在大邑县工业集中发展

区将崛起一座新的“成华大邑合作工业园”。 7月，温江区

、郫县和都江堰市制定了三地联动发展的行动纲要。规划中

的“温郫都”区域经济组团概念，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

将共同建设成都的“生态之芯”和“都市绿肺”，培育为“

大城西”增长极，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合作范围，探索“3 X”

等合作模式，最终形成经济带。 发端于近年来的大成都范围

内的区域合作，合作路径在2007年悄然改变。从点对点到“

工业飞地”再到走廊式、组团式合作，区域合作的动力从行

政推动完成了向市场推动的转轨，一条条纵跨三大圈层的区

域经济带，构建起成都区域统筹发展的新格局。 区域经济带



，需要纵横轴协同发力。2007年，成都城乡统筹进入新阶段

，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

设的意见》将“区域合作”摆在了重要位置，加强区域互动

和对外合作，加强与省内周边地区的合作，建立健全跨区域

的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物流和产权等联动机制，促进

成都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壮大。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和经济带，目标更加清晰。 区域合作范围 延伸坐标系 2007年

，“西南第一悬索桥”清水河大桥在二环路拔地而起。清水

河大桥，德阳“二重”产品出川的必经之道，是连接成都和

德阳的大件运输节点。沿着清水河大桥北行，横跨二环路的

北新大道已在2007年8月正式通车。从中心城区延伸，这条路

将穿过新都，抵达德阳。 一个小镇的华丽转身 在不远的将来

，成德绵合作的一个个交通“节点”，将逐渐贯通。地处节

点之一的彭州市阳镇，2007年开始华丽转身。阳与三星堆相

隔十多公里，隔着一条宽阔的鸭子河相望。地处彭州市、青

白江区、新都区和广汉市的交界处，阳镇这扇成都北部的门

户，却因交通设施的制约，有区位而无优势。2007年9月，北

新干线阳段正式开工，穿过阳镇，与北新大道相接，形成了

一条石化产业流向成都的主动脉。阳段建成后，这个边缘乡

镇到成都市区只需18分钟车程。伴随着这条路的修建，开发

旅游休闲项目的来了，打造商业城项目的来了。在彭州市的

规划里，阳是重点打造的三大物流中心之一，将成为彭州的

城市副中心。 建设中的北新干线，不仅将同属古蜀文明却又

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连成了一线，还

将成为连接成德绵经济带的通衢。 省内经济学家认为，成都

的经济更大程度上是对周边的吸纳、辐射。2007年3月，省社



科院著名经济学家林凌牵头的课题组，递交了《成都经济区

区域规划研究》的送审稿，勾画出成都经济区的大框架：一

“核”特大中心城市成都，一“圈”成都经济圈，四“带”

成德绵、成眉乐、成资内、成遂南四条经济带。 2007年5月，

纵向100公里、横向30公里，面积3000平方公里的“成都经济

区”出现在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居四川五大经济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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