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将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企
业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了 上 海 的 转 型 变
化，进行了主动选择。已经在江苏
昆山建设 3 家工厂的德国福伊特就
是如此，福伊特造纸亚洲区总裁刘
明明告诉记者，将总部设在上海，
将生产企业设在江苏昆山，一方面
可以发挥上海信息、资金汇聚的优
势，另一方面利用昆山邻近上海，
人力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可
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类资源，促进
企业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需要长三角区域
内各个省市的协调配合。在企业进
行主动选择，加快在长三角资源配
置之际，也时时会遇到各类制度层

面的硬约束。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
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表示，目前长三
角已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等 16
个城市为骨干的城市群，总体呈健
康向上的发展态势，但也有很多需
要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长三
角各城市虽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功
能体系，但在大而全的模式下，许
多城市产业结构类似、主体功能雷
同，甚至城市框架、建筑风格等也
大同小异，缺乏必要的分工，尤其
是各个城市之间还缺乏体制与机制
层面的深度合作。

有 专 家 认 为 ， 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加 剧 ， 体 制 与 机 制 深 度 合 作
发 展 已 成 为 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客

观 需 要 和 必 然 趋 势 ， 长 三 角 区 域
必 须 从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入 手 ， 从 根
本 上 打 破 以 行 政 区 划 经 济 为 主 体
的 发 展 模 式 。 同 时 还 要 坚 持 以 企
业 为 主 体 、 市 场 为 导 向 、 产 学 研
相 结 合 ， 强 化 政 府 引 导 ， 推 进 创
新资源的开放共享。

体制机制层面的屏障也在逐渐
打破之中。不久前，长三角区域大
通 关 建 设 协 作 第 五 次 联 席 会 议 召
开，来自国家口岸办、沪浙皖苏 4
省 （市） 的 27 个口岸城市代表、口
岸查验机构、港口铁路运输企业代
表参加了会议。不少代表表示，将
主 动 加 强 与 长 三 角 各 个 口 岸 的 联
系，积极探索合作新领域。

都市圈是城市体系发展的高级阶

段，中心城市的性质、规模和优势决

定了都市圈的性质、规模和优势。

从产业分工角度看，改革开放

以来，上海在长三角都市圈中的角

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

段：1990 年之前的绝对垂直分工阶

段。改革开放初期至 1990 年浦东开

发开放之前，上海在整个长三角都

市圈中居于绝对领导者地位。第二

阶段：1990 年至 2000 年之间的水平

分工形成阶段。1990 年浦东开发开

放使长三角都市圈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上海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带动

了三角洲其他城市共同快速发展。

在这一阶段，境外直接投资 （FDI）

大量进入，跨国公司在整个长三角

的产业布局全面展开。第三阶段：

本世纪初以来重塑垂直分工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加快了具有

区 域 辐 射 功 能 的 现 代 服 务 业 的 发

展。与此同时，上海吸引了大量的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总部，引

进和培养了大量的一流技术和管理

人才，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

能力正在显现。

从 长 三 角 经 济 国 际 化 进 程 看 ，

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应在以下两个方

面起带头作用：一方面是在国际市

场的开拓方面起带头作用。未来 30

年，长三角的对外开放将表现为双

向特征，即企业走出去的比例将迅

速提高。上海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

要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的生产服务

业支撑都市圈的企业走出国门，从

而 成 为 企 业 走 向 国 际 市 场 的 枢 纽

港；另一方面是在引进国际高级生产

要素方面起带头作用。国际高级生产

要素包括顶尖的国际化人才、尖端科

学技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智库、国

际综合和专业信息集散和处理的机构

载体等等。对于长三角都市圈而言，

中心城市上海必须承担起这一使命，

即通过集聚上述高级生产要素来服务

整个都市圈的发展。

上海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目前

还难以达到整个都市圈的要求，但

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上海在产业转

型中正在努力练内功。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崇启大桥通车一年来，总车流
量为 2514864 车次。2012 年前三季度，启东接待游客
167.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18%，实现旅游总收入
17.84亿元，增长 15.66%。

正是看到了打破天然屏障的巨大优势，长三角铁
路、公路建设迎来新一轮建设期：上海至南通的沪通铁
路已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立项，建成后，南通至上海
车程将缩短到 1 个小时；苏州连接上海地铁的 S1 线昆
山花桥段也将由规划变成现实。铁路、地铁之外，公
路、桥梁建设更为迅猛，浙江境内的杭长高速全线通
车，宁波象山港大桥正式通车，江苏两座长江大桥——
泰州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四桥也建成通车。这些公
路、桥梁的建成通车直接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群众
出行带来了便捷，更为未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的
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 一年多前，连接上海崇明和

江苏启东的崇启大桥正式通车。

△ 启东到上海直线距离只有50

公里，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从启东坐

船到黄浦江要7个多小时。

△ 崇启大桥以及长江隧桥开通

之后，从启东到上海浦东只要半小

时。启东人不无兴奋地说：“启东直接

从接轨上海变成了融入上海。”

△ 目前长三角已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等16个城市为骨干的城市群，总体呈

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

△ 上海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演变，来源于自身的转型发展。

△ 上海正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当好开放领头羊
□ 罗守贵

当好开放领头羊
□ 罗守贵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报道：甘肃嘉峪关市与深圳
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在兰州签约，合
作建设嘉峪关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约 22 亿元，主要建设华强方特欢
乐世界文化主题公园、方特游乐园、欢乐水世界、动漫
城、动漫设计及影视基地等内容。项目建设期限 2年。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
次，安排就业 2000 人以上，对加快文化保护传承与创
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增强嘉峪关市在周边地区的经济
辐射力和影响力，提升甘肃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文化
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投资22亿元

共建文化科技产业基地

湖北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获批
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 构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湖北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获批
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 构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软科学基地知

识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 刘畅报道：四川省德阳市
日前正式被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授予“中国重大技术装
备制造业基地”称号，这是目前全国唯一被授予该称号
的城市，这也标志着德阳装备制造业发展迈上了新的
台阶。

据了解，目前全国 60%以上的核电产品、50%以上
的电站铸锻件、40%的水电机组、30%以上的火电机组
和汽轮机、16%以上的风电设备由德阳制造，该市发电
设备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石油钻机出口量居
国内第一。德阳市先后被命名为联合国“清洁技术与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国际示范城市”、“国家首批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德阳重装工业基地的建设并非一夕之功。
早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就投巨资先

后建成了二重、东电和东汽等一批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奠定了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坚实基础。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十一五”时期年均
30%的快速增长，德阳重装基地已经形成产业规模较
大、技术装备较先进、研制水平较领先、配套体系较完
善的装备制造工业体系。在二重、东电、东汽等龙头企
业的带动下，一批为其紧密配套的中小企业应运而
生。此外，通过不断提高以高效清洁发电、大型石化、
大型钻采等成套设备为代表的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和零
部件加工配套能力，德阳集中度较高的现代装备制造
业产业体系已建成。

从区位优势来看，目前德阳重装基地已形成了以
成绵高速、大件路、宝成铁路为依托，建成了面积 87.1
平方公里的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区。区内集中了 1470
余家装备制造企业，其中主营收入上两千万元的企业
有 339 家、上亿元的 98 家。截至 2011 年末，该市规模
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已实现工业总产值 1018亿元，占
全市工业比重 46.3%，德阳千亿元重装产业集群初具
规模。

2012年12月27日，沪苏浙三省

市交通管理部门在上海签署了交通

运输行业安全、应急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各方将开展跨地区、

跨部门应急联合演练，提高应急协

同处置能力，保障区域综合交通一

体化建设。

随着长三角路网建设的加快，

长三角各省市之间的联系日渐密

切，推动长三角区域内的资源得到

更为灵活有效的配置。在一体化进

程中，上海正日益发挥资源配置的

平台作用。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通讯员张一龙报道：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山西电网 2012年完成外送电
量 283.1 亿千瓦时，圆满完成外送电计划。其中，通过
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向华中输送电量 102.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87.8%;通过 500 千伏系统向京津唐、
河北南网送电 18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5%。

2012 年，山西电网外送电交易实现两大突破，一
是首次与河北南网和京津唐电网开展短时电力支援交
易，全年短时电力支援河北南网和京津唐电量 30.7 亿
千瓦时，为山西省拓展外送空间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
山西电网日外送电量首次突破亿千瓦时。山西电网电
力外送，有效缓解了受端电网的电力紧张局面，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支援京津唐发展

山西电网完成外送电计划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陈明喜日前从江西
省经济工作会议获悉：据估算，2012 年江西省国内生
产总值达 12850 亿元，同比增长 10.7%；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 26.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
均纯收入均同比增长 13%。2013 年，预计全省国内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1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
入均同比增长 12%以上。

据了解，江西 2013 年经济工作将深入实施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三大国家战略，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
动，优化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生，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
效益。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江西将筹集财政性资金
700亿元，集中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76件实事。

本报湖北襄阳 1 月 7 日电 记者魏劲

松、通讯员杨戈报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批
准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日前发布。

《通知》称，国务院原则同意修订后的《襄阳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在《总
体规划》确定的3673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
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到 2020
年，襄阳市中心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 170 万
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 153 平方公里
以内。

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
阳——去年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把打造“两
个中心”、建设“四个襄阳”提升到全省战略
高度。

“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需要襄阳在全省

经济格局中勇挑重担，推进万亿元工业强市
建设；构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向西北跨
省拓展和辐射，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国际化推进现代化进程。”湖北省委常委、襄
阳市委书记范锐平告诉记者，襄阳通过加强
顶层设计引领科学发展，先后聘请国内外一
流专家，完成“四个襄阳”发展战略规划、11
个新区规划和 34 个专项规划，初步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规划体系。

打造“两个中心”，产业是核心支撑。襄
阳市明确提出了“一个龙头（汽车产业），六
大支柱（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农产品加工）”的发
展格局。2012年，农产品加工、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医药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等产业均保持 30%以上的增幅，新能源汽

车成倍增长，电子信息产业突破性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成长为百亿元产业，形成了“两个千
亿元、四个百亿元”产业发展的格局。

地处中部地区的襄阳，靠什么聚集发展
要素？襄阳市市长别必雄有个观点：“优良
的环境是城市最大的资源。”襄阳市大刀阔
斧地改革，市级只保留行政审批类 102 项、
管理服务类 153 项，比此前减少了一半。一
系列优化发展环境的出台，使尊商、亲商、爱
商文化成为襄阳文化新时尚。2012 年，全
市工业企业达到 9005 家，净增 1000 家；规
模以上企业达到 1273家，净增 168家。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襄
阳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城市发展
的灵魂，以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
可持续实验区为抓手，以规划引领绿色经

济，严格实行企业进驻环评“一票否决”制，
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
信息等产业，使这座城市绿意更浓。目前，
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1.4%，城区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逐年攀升，汉江水质常年保持
二类水质，成为内陆地区大江大河中水质最
好的河流之一。

根据“文化襄阳”发展路线图，到“十二
五”末期，该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可达到 240
亿元，约占 GDP的 6%。

都市襄阳建设，以建设城区新城为抓
手，将其定位为服务于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的行政中心、金融中心。远期规划 175 平方
公里，“十二五”期间规划 50 平方公里。目
前已经启动了主城区六大片区 29 个“两改”
项目、8个城市综合体建设。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江西深入实施国家战略

长三角:条条大路通上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凯凯 李治国李治国

借区位优势

德阳装备制造上新台阶

本版编辑 齐彦洵 喻 剑

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上海社
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告诉记
者，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各地越来越意识到交通一体化
的重要性。以象山港大桥为例，大桥通车后，直接让象
山融入“上海三小时经济圈”，这将极大助力于宁波—
舟山港口群的集疏运体系建设，使其成为国际级的航
运枢纽。

“条条大路通上海”，这让上海的平台作用更为突
出，让上海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前来招商引资、产
品推荐、展示形象的重要城市之一。比如，2012 年 10
月，来自新疆 318 家企业的 1179 种名特优农产品在上
海集中展示，2012 年 12 月，哈尔滨近百家农产品龙头
企业汇聚上海，举办哈尔滨绿色农产品展销会。2012
年全年来上海招商引资的省市更是络绎不绝。

去年11月，山东滨州在上海举办招商会，滨州副市
长王文禄告诉记者，对于长三角乃至全国来说，上海是
一个资源汇聚的平台，在这里不仅能够展示形象、招商
引资，还能够从这里走向世界，也能够让世界各地的朋
友从这里走向内陆。可以说，上海不仅是一个平台，而
且日益成为各地广交朋友的舞台。

崇启大桥崇启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