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大地的沧桑巨变，是新中国70年发展
辉煌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

70 年间，四川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四川
地区生产总值1952年为24.6亿元，到1973年达
到 103.9 亿元，用 21 年时间实现“百亿跨越”；
1991 年达到1016.3 亿元，用18 年时间实现“千
亿跨越”；2007 年首次突破万亿，达到 10562.4
亿元，用 16 年时间实现“万亿跨越”；2018 年
GDP 总量达 40678.1 亿元，迈上 4 万亿元台阶，
按不变价计算是 1952 年的 182.4 倍，经济总量
稳居全国第六位、西部第一位。

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

70 年来，四川的每一次飞跃无不与共和国
同频共振，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百废待兴，到“一五”“二五”“三线建设”初
步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四川经济得到快
速发展；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为四川迎来了
大开放、大发展的新机遇，四川经济进入高速发
展快车道。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党的十八大以
来，四川抓住“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大
局，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四川既是国家重大战略的参与者、建设者，同
时也是贡献者、受益者。

“一带一路”建设，使四川这个西部内陆省份
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四川是历史上南方
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衔接点，
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四川进一步扩大
开放合作。现在，从成都开行的中欧班列约占全
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位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同
时，四川着力打造天府新区、四川自贸试验区等
一批开放平台，落户了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产业合作园区。今年 1 月至 5 月，四川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增长了11.7%，与
欧洲国家的进出口额增长了46%，进一步实现了
对外贸易区域上的多元化。

西部大开发使四川等西部地区成为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中
央就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又出台了新的政策，
四川牢牢把握这一重大机遇，着力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以开放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开放。为更
好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
势，四川着力打造适合内陆地区特点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为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加快建设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高地提供重要支撑。

如今，四川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突
出南向、提升东向、深化西向、扩大北向，“四向拓
展、全域开放”的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正加快形
成。自贸试验区作用充分彰显，中央赋予的159
项改革试验任务实施率逾95%。挂牌两年来，自
贸试验区累计新增企业超过6万家、注册资本超
过8000亿元，外商投资企业692家。此外，四川
还加快推进贸易强省和国际产能合作示范省建
设，积极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对接拓
展南亚和东南亚两大市场；推进通关一体化改革
与多式联运，创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深
入推进中国（成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18年，四川
省货物进出口总额5947.9亿元、增长29.2%，其
中出口额增长31.4%，增速居全国第一。

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

要以全域思维和全局视野，站在全国看四
川，跳出盆地看四川。去年年中，四川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
发展新格局，支持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壮大环成都经济圈等重要
支点，强化四大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各城
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为建立健全区域发展统筹机制，四川省先后
出台《关于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
域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五大片区建设发展实
施意见，修订完善五大片区“十三五”发展规划，
推进各区域之间规划对接、创新协同、设施互通、
服务共享、市场开放。

作为“一干多支”的“干”，成都的作用让人期
待。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瑞武在分析中
看到了机遇，更感受到了责任，他说，“一干多支”
是水涨船高的有机体，成都要坚定不移做强“主

干”，切实增强“主干”
责任担当，全面

增 强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核
心 功 能 ，

坚定不移推动“五区协同”，充分发挥引领辐射带
动作用。成都先后与各市（州）建立了政府层面
的合作关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
产业联动发展不断增强，民生领域交流合作不断
深化。

“多支”的“支”，又将如何处理好与成都这个
“干”的关系？作为“多支”中离“干”最近的城市，
眉山的分析和认识很有代表性。“‘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建立区域协调发展
体制机制。”眉山市市长罗佳明说：“首先要在转
变思想观念上来一场革命，转变‘大树底下不长
草’的旧观念。”他举例说，上海、广州周边的城
市，诸如昆山、佛山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是“大树
底下好乘凉”。

今天，在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四川，区域利
益平衡机制正在形成，“总部在成都、基地在市

（州），科技研发在成都、生产在市（州），公共服务
在成都、配套在市（州）”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已具
雏形。通过完善区域协同协作机制，成都、德阳、
眉山、资阳四市同城化发展步伐加快，川南经济
区一体化发展和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发展有序
推动。

7月12日，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提出，
要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夯实底部基础。坚持科学定位、分
类指导，按照城市主城区、重点开发区县、农产品
主产区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分类定位，高质
量打造一批特色产业聚集区、优势区。

创新驱动 改革攻坚

在成都龙泉驿区，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
入，纳税人“最多跑一次”“只排一个号”甚至“一
次都不跑，全程网上办”已成常态。

四川统筹抓好事关长远发展的关键性改革
攻坚，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全省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行政许可事项精简至684
项，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积极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企业开办时间缩短至5 个工作日，98%
的企业投资项目实现“不见面、不跑路、全网办”；
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截至2018
年年底，四川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 545.3 万
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97.2%。

为攻坚突破电力体制改革，四川出台《关于
深化四川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完善丰水
期居民电能替代政策，实施输配电价改革，支持
企业“打捆”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去年为企业减
少电费154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分两批次降低一
般工商业电价，降幅达11.73%。

四川坚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
率为目标，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选聘市
场化、管理契约化、股权多元化；健全现代企业制
度，省属一级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改革；在8户
省属、市属子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省属企业
混改面达51.1%。

为深入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四川省30
项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基本完成，国务院在全国推
广的两批共36条经验中涉及四川省的有16条，
其中独立创造的11条，数量居各试验区第一。

四川省军民融合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建立
军民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共建、联合实施重大
科技项目攻关机制；成功获批全国首批知识产
权军民融合试点省、国家技术标准军民融合创
新基地；建成全国首个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
心、军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此外，
全省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深化项目评
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出台激励科技
人员创新创业 16 条政策。2018 年，四川省科
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6%。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钟华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
川省由落后的农业省变成即
将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大省，由
完全封闭的内陆建成西部开
放前沿，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
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川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
环节，进一步加快发展方式转
变，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顺利开启“两步走”的现
代化目标，加快构建适应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区域城乡协
调发展的新格局、全方位立体
开放的新态势，着力推动三个
方面的转型发展。

注重从数量速度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力争在西部
实现率先转型发展。地区结
构的优化以新的区域战略为
统领，本届省委提出构建“一
干多支”发展战略，将如何调
动各区域积极性、促进各市
（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根
本目标，引导各地调整产业、
人口和城镇布局，促进要素
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优化整
合。作为统筹区域城乡的总
领，“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充
分依据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进一步细化全省分工，明
确各区域主攻方向。在具体
实践中，重点是如何发挥成
都“主干”作用，推动成都与
紧邻城市的同城化和全省其
他市（州）的协同发展；促进川南、川东北等一体化发
展，建设省域经济副中心；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
兴和贫困地区脱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各区域
之间的协调发展力度，着力构建“五区协同”格局。由
此，四川省分工发展、竞相发展、协调发展的格局更加
鲜明。产业结构优化则瞄准优势产业和新经济，着力
培育5个在国内外具有竞争优势的万亿元产业；同时，
积极谋划数字经济发展，争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为此，四川建立了省领导联系指导16个重点
领域和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推进机制及年度任务清单。

注重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
放转变，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将全省建成对外开
放的前沿阵地，是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努力奋斗
的目标。近年来，四川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积极构建
全方位开放体系，创新、完善各种合作载体和平台。而
且借助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机遇，四川
加强了开放规则的系统制定和政策体系的完善，为全
方位开放构建出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四川省委确定的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既是关于开放方向、开放
重点任务的部署，也是开放体制和政策的全面设计。

注重从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向技术投入为主转注重从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向技术投入为主转
变变，，着力建设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着力建设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在由全面建在由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入两步走现代化轨道之际成小康社会进入两步走现代化轨道之际，，实现产业向实现产业向
中高端跃升成为根本支撑中高端跃升成为根本支撑。。其中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动科技创新是核心动
力力，，推动科技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推动科技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十分重要十分重要。。为此为此，，
四川通过加快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四川通过加快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全方位扩大科全方位扩大科
技创新开放合作技创新开放合作，，以及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取以及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取
得的成果得的成果，，向全国推出了一批可复制向全国推出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推广的经验。。
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化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化，，保证了四川在经济转型发展的保证了四川在经济转型发展的
同时同时，，增长动力不减增长动力不减，，正在向经济强省稳步迈进正在向经济强省稳步迈进。。

创
造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局
面

四
川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员

盛

毅

图图①① 四川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大熊猫基

地的大熊猫憨态可掬。 衡昌辉摄
图图②② 鸟瞰成都太古里鸟瞰成都太古里。。这里是成都最具这里是成都最具

代表性的春熙路—盐市口商圈代表性的春熙路—盐市口商圈，，它见证了改革它见证了改革

开放开放4040多年来多年来，，四川省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四川省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

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而取得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而取得

的瞩目成就的瞩目成就。。 尹尹 钢钢摄摄
图图③③ 中国中国((四川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

白江铁路港片区堆满了来自白江铁路港片区堆满了来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沿线国

家的产品家的产品。。 郝郝 飞飞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从四川成都金融城高处远眺，锦江在侧，交子公园如一片“绿毯”延绵开去。 郝 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