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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深化区域务实合作

“泛珠”十年：打造世界级经济区
本报记者 喻 剑 王新伟 吴秉泽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贵州省关岭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关索镇落叶村，蔬菜瓜果的
清香扑面而来。大棚内的菜农正忙着采摘
香葱、生菜、菠菜。

“这些蔬菜都是直供港澳的，最快只要
半天就能送到港澳同胞的餐桌上。”菜农陈
建刚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关岭地处云贵高原东部，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无霜期长，既有冬春季生产反
季节蔬菜的优势，又有夏秋季延晚生产的
优势，可满足全年不间断生产优质蔬菜的
需要。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该县开始在北盘

江、打帮河流域的低热河谷地区发展早熟
蔬菜。进入新世纪，该县按照“一乡一
特、一村一品”的思路，把反季节蔬菜作
为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来抓，蔬菜产业快
速发展。

在发展蔬菜产业过程中，关岭结合气
候、地形优势，抓住交通改善的时机，瞄
准港澳市场，引进东莞润丰 （国际） 蔬菜
交易中心，加快建设供港澳蔬菜重要基
地，成为港澳地区的“菜园子”之一。

据了解，广东省东莞市润丰(国际)蔬
菜交易中心拥有供港蔬菜直接监装出口
权，日供港蔬菜 1000 吨左右，占香港进

口蔬菜的 40%。目前，润丰(国际)蔬菜交
易中心在关岭建成了现代化蔬菜育苗工
厂、蔬菜物流配送中心、钢结构标准化厂
房和容量为 5000 立方米的预冷库，可日
处理蔬菜 350吨。

在实际生产中，关岭结合蔬菜基地气
候条件确定种植品种和规模，将种植计划
反馈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每一地块或品
种的蔬菜进行信息收集和监测。该县严格
遵照 《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和
技术规程生产，在品种特点、生长时间、
肥料投入的种类和数量、检疫检验等方面
把关，确保了蔬菜品质。

关岭还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统一种子肥料，订单销售、
抱团发展。目前关岭供港澳标准化蔬菜生
产基地达 2.2 万亩，年产蔬菜 13 万吨，产
值 1.5 亿元以上，年创收 7500 余万元。在
港澳市场的带动下，关岭去年的蔬菜种植
面积达到 14.62 万亩，总产量 28.56 万吨，
实现总产值 6 亿元、纯收入 3.2 亿元，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仅 此 一 项 就 增 加 1000 元 左
右。该县副县长李志刚介绍，到 2017 年，
关岭将建成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 16 万亩，
蔬菜总产量达 40 万吨，总产值超过 18 亿
元，实现纯利润 7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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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泛珠”大会一览历届“泛珠”大会一览

2004年6月1日，首届“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与发展论坛”在粤港澳三地举办，“泛
珠”合作启幕。

2005年 7月 25日，第二届“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四川举办。此次

“泛珠”大会邀请了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
特别是国际跨国零售公司举办了采购会，90
余家国内外知名采购商和泛珠三角区域内的
500多家供货商参会。

2006 年 6 月 6 日，第三届“泛珠三角
区 域 合 作 与 发 展 论 坛 ” 在 云 南 举 办 。

“9＋2”各方代表与“东盟”诸国的商务
官员参会。“泛珠”各省区首次实现与东
盟各国直接对话，成为第三届“泛珠”
大会上的亮点。

2007 年 6 月 8 日，湖南接过第四届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接力
棒。第四届“泛珠”大会以“合作发展、
共创未来”为主题，以产业转移、市场对
接、劳务合作、金融合作为重点，达成了
一系列打破市场壁垒的协议，将“泛珠”
合作推向深入。

2009 年 6 月 9 日，第五届“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西举办。同期
举行的经贸洽谈会集中展示了“泛珠”合
作与发展成效，反映各成员省区的经济、
文化发展成果。

2010年 8月 27日，以“合作发展、共
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与发展论坛”在福建开幕。

2011年9月21日，第七届“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江西举办。本届

“泛珠”大会的特点可概括为创新、务实。
本届“泛珠”大会的主题是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深化合作、绿色发展；首次推出名优产
品展示展销会，首次举办了陶瓷艺术交流互
动活动，首次设计了“泛珠”大会执行与承
办方交接物。

2012年 11月 29日，第八届“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海南开幕。

“9+2”各方代表团、“东盟”部分国家驻
华使馆官员，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合作
组织代表，台湾知名人士和
台资企业代表，国内外知名
企业代表参加本届“泛珠”
大会。

大会东道主“接力棒”传至贵州，“泛
珠”“9+2”各方至此已轮值一遍。从 2004
年首届“泛珠”大会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框架协议》以来，“泛珠”深化合作已步入
第十个年头，合作地区从出海口回溯珠江
水系，深入内陆腹地。十年来，这个地域辽
阔、人口密集、经济总量巨大的区域，日益
健全合作机制、不断提升合作层次、逐步拓
宽合作领域，成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发展潜
力的地区之一。

提升区域产业合作层次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近年来

“泛珠”区域产业合作的最主要形

式。未来“泛珠”合作将注重产业

分工和价值链分工。

“泛珠”区域拥有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国
土面积，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区域内既有
在全国发挥增长极作用的珠三角地区，又有
资源丰富、环境承载力强的中西部地区。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表示，“泛珠”地区
产业发展互补性强，深化合作的动力和潜力
巨大。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近年来“泛珠”区域
产业合作的最主要形式。广东省发改委主
任李春洪认为，“泛珠”合作由广东发起，恰
逢广东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潮流，产业
和企业顺势由周边省份通过产业园区承接，
可谓多方受益。

昆明深圳工业园、湘西广州工业园、
赣州香港工业园等一大批跨省(区)工业园
区拔地而起，成为沿海和内陆产业合作的
重要载体。“香港接单、广东设计、内地制
造”等各种优势互补型产业分工模式蓬勃
发展。据统计，前八届“泛珠”合作经贸洽
谈会累计签约项目数量超过 1.8 万个，总
金额超过 3 万亿元；“泛珠”各方在贵州省
的 投 资 项 目 就 超 过 2300 个 ，金 额 突 破
3000 亿元。

位于从江县的洛贯经济开发区，是贵州
省距离广东最近的工业园区。这里承接了
来自珠三角地区的装备制造、电子元件制
造、生物制药等产业，逐步形成优势产业集
群。“洛贯经济开发区南联北接、承东启西，
厦蓉高速公路和贵广高速铁路通车后，洛贯
将从过去的边远地区，真正成为贵州省对接
粤港澳产业辐射的前沿阵地。”洛贯经济开

发区工委副书记杨胜年说。
合 理 的 产 业 分 工 是 区 域 合 作 的 基

础。更高层次、更加细化的产业分工和价
值链分工，可望成为“泛珠”区域未来产业
合作的趋势。本届“泛珠”大会期间，贵州
省 与 云 南 省 签 署《深 化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根据协议，两省将完善合作机制，到

“十三五”末，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
化协作体系基本建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
化程度显著提升，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在福建上杭，贵州企业瓮福紫金化工投
资建设了一条完整的磷化工循环经济产业
链条，全厂废水、废渣、废气实行循环利用，
成为“泛珠”循环经济协作的示范项目。“上
杭县的交通和资源优势，与公司本身的技术
和管理优势相结合，提升了我们的整体竞争
力。”瓮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少平说。2012 年投产以来，瓮福紫金化工
的主打产品磷酸二铵等不仅在珠三角、长三
角地区畅销，还通过厦门港运往日本、欧美
和东南亚市场。

创新机制形成共同市场

“泛珠”合作正逐步从基础设

施、交通、旅游向环境、工商、

质 检 、 应 急 管 理 等 合 作 领 域 拓

展。合作的不断深化，对机制创

新和加强重大政策的协调对接提

出了更高要求。

十年来，“泛珠”合作从基础设施、交
通、旅游等合作领域起步。国家重点支持
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主干线在“泛珠”区
域内全部完工，武广、福厦高铁顺利通车，
纵 贯 南 北 、横 跨 东 西 的 交 通 网 络 基 本 建
成。一批跨省区的电网联网项目顺利投
产，粤、湘、桂、滇、黔五省区 500 千伏线路
联网如期实现。

“泛珠”合作正逐步向环境、工商、质
检、应急管理等合作领域拓展。打破地区
封锁、规范市场秩序成为近年来“泛珠”区
域合作的重点方向。“泛珠”区域统一了企
业信用分类标准，签署了消费维权、食品安
全、旅游等监督合作协议，建立了商品准入
票证互认、打击传销等制度。制定了专利
行政执法协作和商标跨境保护机制，建立
了全国首个区域专利代理信息查询系统。

“泛珠”各地发展阶段不尽相同，资源禀
赋和区位优势各异，再加上行政区域壁垒等
制约因素，以机制创新突破原有发展格局，
建设区域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泛珠”合作框架协议、行政首
长联席会议机制、论坛暨经贸洽谈会这 3
个机制构成了“泛珠”合作的基础。但随
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泛珠”区域合作面
临新的议题。本届“泛珠”大会上，不少
省区代表对于健全合作机制提出了更高
要求。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指出，今年 4 月，
广东对“十二五”后 3 年，全省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作出调整，将全面提速粤东西北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广东加大对粤东西北
交通的投资，相邻省份可以作出必要的对
接，建立跨省协调的机制。”朱小丹说。云
南省省长李纪恒也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仍是“泛珠”合作的基础，应当充分对接
各省规划，疏通大动脉、打通断头路，建设
综合交通体系，促进“泛珠”区域内省际互
联互通。

生态领域的合作正在“泛珠”区域展
开。9 月 8 日，广东、江西、湖南、广西 4 省区
在贵阳共同签署《推进粤赣湘桂南岭山地森
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规划编制和建
设工作备忘录》，进一步推进生态功能区基
础设施相互衔接与发展。“生态屏障建设，特
别是跨省界重点河流污染治理，需要建立健
全联防联控机制。河流污染不只是本省受
到损害，还会殃及下游省区。”广西壮族自治
区主席陈武说。目前广东、贵州、湖南、广西
和江西等省区正在联合开展泛珠三角区域
环保合作，将水环境保护作为泛珠三角区域
环保合作的重要内容，建立流域污染联防联
治机制。

加强重大政策协调对接，促进重大战
略协同是当前“泛珠”合作面临的重大课
题。目前，“泛珠”区域已有珠江三角洲、长
株潭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
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以及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等多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
略，江西省省长鹿心社认为，“泛珠”合作需
要与这些国家战略密切对接。不少代表提
议，“9+2”各方应联合争取国家层面牵头
编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及相关专
项规划，争取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有更清晰的定位。

在开放中求互惠共赢

“泛珠”区域将坚持开放原

则，加强与国内其他区域乃至世

界主要经济体的互动合作，进一

步拓展与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

在多个领域的互动合作，打造多

层次合作格局。

“泛珠”区域集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多
种优势，具备加快开放发展的先天条件和优
势，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
三地、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的主战场。坚
持开放原则，打造多层次合作格局，是“泛
珠”保持区域经济活力，打造世界级经济区
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的初步建成，放大了
区位优势，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潜力
和空间。已经开通的福厦、昌九、武广高铁
和即将建成的厦深、深茂、茂湛、贵广等高速
铁路，为“泛珠”各省区融入珠三角发展提供
先决条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经贸代表团团
长林念修提出，广西将依托沿海大港、沿边
口岸和西江黄金水道，重点建设北部湾区域
性国际航运中心和南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完善和提升连接粤港澳、西南中南以及
东盟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无水港的建设，是“泛珠”区域发展开放
型经济的缩影。目前，为扩充货源、强化与
内陆腹地的联系，广州、湛江等港口正在湖
南、云南等地加快建设一批“无水港”，将海
港资源延伸到“泛珠”各地区。

本届“泛珠”大会达成的“贵州共识”提
出，“泛珠”区域要加强与国内其他区域的互
动合作，进一步拓展与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
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互动合作，进一步加强

“泛珠”内地省区与台湾地区在金融、物流、旅
游、知识产权等现代服务业及现代农业和高
端制造业方面的合作；积极开拓国际区域合
作，全面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凸显“泛珠”
区域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十年来，“泛珠”“9+2”各方合作中的探
索，堪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之典范。第九届

“泛珠”大会，既是第一轮“泛珠”合作的收
官，也是新一轮“泛珠”合作的起点。新一轮

“泛珠”合作中，深化务实合作、发展特色鲜
明、多边互惠共赢的格局将日益显现。

第 九 届 泛 珠 三 角 区 域

合 作 与 发 展 论 坛 9 月 12 日

在贵阳落幕。“泛珠”内地 9

省 区 和 港 澳 特 别 行 政 区 签

署 了 进 一 步 深 化 合 作 的

“ 贵 州 共 识 ”，涉 及 合 作 的

顶 层 设 计 、方 向 、路 径 等 5

个方面。

同期举办的经贸洽谈会

上，11 地经贸代表团、297 家

企业参会，推介项目 5169 个，

签 约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7258 亿

元，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矿

产资源、贸易投资等多个领

域，规模居历届之首。

精巧的手工艺品、先进的科技装备、品种繁多
的土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 客 人 真 多 ， 我 的 银 饰 已 被 买 走 了 大 半 。”
在 第 九 届 “ 泛 珠 ” 大 会 贵 州 展 馆 ， 来 自 凯 里 的
银 匠 吴 国 胜 忙 着 招 呼 客 人 。 一 旁 的 杨 兰 身 着 绚
丽 苗 绣, 头 戴 亮 白 银 饰, 向 客 人 介 绍 着 蜡 染 工
艺 。 琳 琅 满 目 的 民 族 工 艺 品 和 该 省 “ 五 大 名
片 ” —— 医 药 、 白 酒 、 烟 草 、 特 色 食 品 和 茶, 成
为贵州展馆的亮点。

展 示 经 济 社 会 正 在 发 生 的 可 喜 变 化 ， 是 各
地 展 馆 的 共 同 主 题 。 贵 州 将 正 在 全 省 推 进 的

“100 工 程 ” ——100 个 现 代 高 效 示 范 农 业 园 区 、
100 个 示 范 小 城 镇 、 100 个 旅 游 景 区 、 100 个 产
业 园 区 的 建 设 情 况 制 成 视 频 ， 在 展 馆 循 环 播 放 ，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江西特意挑选了航空制造、电子信息、锂电
和 电 动 汽 车 、 半 导 体 照 明 等 5 大 类 67 家 企 业 的
100 余种产品参展。展区内充满了现代气息，直
升机模型、触摸屏、赛龙手机、高压电瓷⋯⋯让
人大开眼界。

江西省商务厅国内投资促进处处长郭晓明告诉
记者,江西展馆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
手段,展示出江西的生态优势、良好的区域发展局
面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

除了各展风采，展览更是为了寻求合作伙伴，
谋求共赢发展。

江 西 华 技 达 有 限 公 司 展 出 了 9 个 品 种 的 龙 头
产品。“我们产品的客户主要是煤矿企业，贵州山
多矿多,我们把最好的产品带来,就是想借展会扩
大知名度，寻找合作伙伴。”公司销售经理沈庆程
告诉记者，已有贵州多家企业向他们伸出了“橄
榄枝”。

花卉产业大省云南，以鲜花作为展馆的主饰品。
展台前的一对“鲜花孔雀”，全部由白玫瑰搭建而
成，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停步品赏。为展馆提供装饰用
花的昆明郑继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在贵州建
成花卉生产基地 200亩。

郑继兰花卉公司负责人郑继兰充满信心地告
诉 记 者 ，“ 最 初 来 贵 州 发 展 ， 只 是 看 中 这 里 的 市
场，没想到这里的软环境也很不错。当地政府在
土地租赁、水电路建设上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我
们 对 在 贵 州 的 发 展 十 分 看 好 。 相 信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 云 贵 高 原 将 铺 起 一 条 洋 溢 着 芬 芳 的 ‘ 鲜 花 ’
大道！”

逛展馆 看变化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现 场

图为第九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展馆。 黄庆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