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遍地开花的区域规划在 2010 年

似乎不那么给力，几个呼声很高的区域规划

大多是“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2011

年，这一现象有望改观。

笔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除云南“桥头

堡规划”外，成渝经济区、内蒙古区域、京津

冀都市圈和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等均有

望在 2011 年陆续出台。从产业发展格局等

方面来看，各大区域规划各有侧重，可以说

是各有各的“王牌”。

成渝经济区

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极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西部三大

经济区中，关中—天水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的规划都已出台，但成渝经济区规划

却迟迟不见动静。实际上，成渝经济区规划

已成为 2011 年最受期待的区域规划之一。

四川省省长蒋巨峰近日表示，2011 年，

四川将启动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加快推进

“一极一轴一区块”建设。

四川省相关人士也透露，成渝经济区规

划已酝酿多时，其出台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了”。

蒋巨峰介绍说，在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大

框架下，将围绕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加快

编制并实施成都天府新区建设规划，启动一

批重大项目，促进成都经济区率先发展。加

强川南经济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大力发展

临港经济，加快培育新的重要增长极。建设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实验区，启动实施安

宁河谷地区跨越式发展规划。加大川东北

经济区天然气和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建

设西部重要的天然气能源化工基地。

“加快成渝经济区建设，打造中国西部

经济增长极”是四川省“十二五”时期的重点

举措，也是确保整体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

四川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世庆

介绍说，“十二五”期间，四川和重庆将紧密

合作，把工作重点放在成渝经济区建设上，

形成一个双核经济区。

内蒙古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战略浮现

去年 8 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40 多个

部门近 170 人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前往内蒙

古，为国家出台相关区域振兴规划开展专题

调研。随后，关于规划将要出台的预期不断

升温。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近日透露，内

蒙古将着手研究制定《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

展规划》，争取在交通通讯、信息资源、金融

服务等一体化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据悉，目前，呼包鄂一体化战略已经纳

入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主体功能区重点开发

区范围。呼包鄂被称为内蒙古“ 金三角”，

2009 年三地经济总量占全区的 54%，人均生

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

根据有关规划，呼和浩特将突出首府经

济特点，重点发展金融、会展、总部经济和服

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和

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乳制品加工业；包头将重点发展装备制造

业、钢铁、电解铝和稀土新材料产业，建成中

国北方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和稀土产业

基地；鄂尔多斯则重点发展能源、重化工产

业，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河北沿海

将建成环渤海地区崛起先行带

2010 年 11 月底，有关部委联合调研组

赴河北省沿海地区，进行为期 5 天的调研。

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

规划研究与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由于该规划启动较晚，并且只涉及河北

省内部分地区，尚未引起市场充分重视，但

实际上，该规划的“含金量”很足。河北省省

长陈全国近日特别提到，该规划有望纳入国

家战略。

据介绍，河北将结合实施秦唐沧沿海地

区发展规划，选择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近

海临港、区位优越的县（市、区），实施 11 县

（市、区）、8 功能区、1 路（滨海公路）、1 带(沿

海经济带)的重点推进计划，带动周边地区

加快发展。逐步把沿海地区建设成实力雄

厚的临港产业带、风光秀美的滨海旅游带、

海蓝地绿的海洋生态带、休闲宜居的海滨城

市带。

河北沿海地区内接京津、外临渤海，处

于环渤海区域核心地带，具有良好的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交通优势和市场优

势，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有关规划目标，河北省将全力把沿

海经济带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示范带、富民

强省的支撑带、环渤海地区崛起的先行带。

到 2015 年，沿海 11 个县（市、区）生产总值比

2010 年翻两番，由 2200 亿元增加到 8800 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 900 亿元增加到

3600 亿元，全部财政收入由 270 亿元增加到

1100 亿元；到 2020 年，主要经济指标比 2015

年再翻一番，为实现河北由沿海大省向沿海

强省跨越提供强大支撑。

京津冀城市圈

勾勒“8+2”发展模式

国家发改委于 2004 年 11 月正式启动京

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历时 6 年多，

相关规划迟迟未推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为该区域规划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

2010 年，曾多次传出关于京津冀城市圈

发展规划已进入审批的消息。但来自国家

发改委的消息显示，目前，该规划仍处在“抓

紧编制”阶段，作为重要的区域规划之一，今

年该规划有望亮相。

据悉，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是国家

“十一五”规划中明确的一个重要区域规划，

该规划按照“8+2”的模式制订，地域范围涵

盖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

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

承德等 8 个地市。

据了解，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对三地

未来发展方向有明确定位。其中，北京的城

市功能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

城、宜居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以交通

运输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

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为主。同时，充分发挥

大学、科研机构林立、人才高度密集的优势，

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型企业相结合，积

极发展高新产业，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

逐步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天津的城市功能

定位是构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

宜居生态城市。主要发展航空航天、石油化

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等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物流、现代商贸、金融保险、中介服务

等现代服务业，并适当发展大运量的临港重

化工业；而河北省的定位是作为原材料重化

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

度假区域，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此外，河北省在

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牧业，作为京津

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中国区域经济圈陆续亮出产业发展“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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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前沿

产业述评

产业动态

本报讯 据悉，“十二五”期间，贵州将加快医药工业园区建设，促进

医药流通体系发展，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贵阳市乌当东风医药工业

区－清镇药业工业区－修文扎佐药业工业区－息烽药业工业区－花溪

现代中药产业基地－龙里谷脚医药城和遵义红花岗药业产业基地等医

药产业集群；推进以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安顺市、毕节地区为主的

医药流通体系建设。

按要求，医药工业园区将建设成为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具有

产业集群特征、特色优势突出的现代医药产业园，形成全省医药产业集

群的区域构架。同时，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技术，

加速医药流通领域结构调整和经营方式现代化。遵照国家有关法规要

求，在药材主产区推进医药材物流中心建设。以医药流通企业为主体，

联合上下游企业，建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药材物流中心，完善仓储、

运输和信息服务等配套体系。 （李惊亚）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第二届

福建（南安）光电信息博览会近日

在泉州（南安）光电信息产业基地

国 家 大 学 科 技 园 福 建 分 园 举 行 。

本届光电信息博览会由福建省科

学技术厅、福建省信息化局、泉州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南安市人民

政府、泉州市科学技术局、泉州市

无线电管理局承办。

本届展会以“合作共赢，创新发

展”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光电基地

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新技术、新产

品展示，专家论坛与讲座，项目对接

活动等。开幕式后举行了投资项目

签约仪式，共有 9 个项目签约，投资

总额达 16.85 亿元，当日还签订购销

合同 5 个，成交额达 15 亿元。

南安市委、市政府于 2007 年大

手笔、高起点规划建设泉州（南安）光

电信息产业基地。除了具备光电产

业的基础条件、侨乡人文、区位、交通

等优势外，南安光电信息产业基地在

科技资源、产业集聚、核心材料供应

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目 前 ，南 安 光 电 信 息 产 业 基

地 已 有 入 驻 企 业 56 家，计 划 总 投

资达 54.43 亿元，预计全部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值 200 亿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 王琰 陈彩霞）日

前，记者从青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

会议上获悉，2011 年，青海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将着力加大质量诚信体系

建设，加大惩戒力度，确保进出口产

品安全，在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发展

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等重点领域

和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

业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促进青

海外向型经济发展。

据了解，“ 十一五”期间，青海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在 执 法 把 关、技 术

装备升级和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取

得 了 令 人 欣 喜 的 成 绩 。 2010 年 ，共

检 验 检 疫 出 入 境 货 物 2743 批，货 值

4.99 亿 美 元 。 其 中 ，出 境 货 物 2175

批 ，货 值 1.86 亿 美 元 ；入 境 货 物 568

批 ，货 值 3.13 亿 美 元 。 通 过 执 法 把

关 ，提 升 了 青 海 地 区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和 安 全 水 平 ，创 造 了 国 外 退 运 、索

赔、投诉的“零记录”，为青海企业在

国 际 上 做 响 品 牌，维 护“ 中 国 制 造”

声 誉 ，促 进 青 海 开 放 型 经 济 发 展 发

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继安徽皖江、广西桂东之后，日前，重庆

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获得了国家发改

委的批复，成为全国第三个东部产业转移的

承接地区。

这意味着东部向中西部实施产业转移、

与中西部联动发展、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的号

角正式吹响。可以预料，“十二五”中西部发

展的快慢与好坏，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产业

转移顺利与否。而 3 个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承

接与消化水平、服务与发展能力，将对整个东

部地区产业转移，乃至发达国家产业向中国

中西部地区转移都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能够以较大的优势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一

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就是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

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使东部地区的发

展少走了许多弯路。但是，东部地区在承接产

业转移过程中，由于过度看重眼前利益和即时

利益，过度看重快速创造政绩和效益，也带来

了许多问题。笔者认为，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

业转移和为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创造条件过程

中，要做“选择题”，需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避免简单复制。产业转移，决不

应该是简单的复制，而应当有选择、有条件地

进行产业承接。凡是转移之后产能得不到提

升、技术得不到优化、节能降耗水平得不到提

高、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得不到增强的产业和项

目，要一律拒绝承接。国家有关方面在对产业

转移项目进行审批时，也必须将此作为是否可

以转移的重要标准。否则，应不予审批。

其次，要防止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中西部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凡是污染十分严

重、处理能力不强、处理成本过高的企业与项

目，必须采取“拒绝制”，坚决拒绝这些企业与项

目的落户。尤其像四川、重庆这样的地区，由于

处于长江上游，一旦环境保护不力，将影响到中

下游若干个省份、几亿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再次，要保护好土地资源。从以往东部承

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如今

看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土地资源的保

护。可以这样说，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凡是

外资集中的地区，都面临着土地资源十分紧缺

的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

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只顾要项目、要企业，

而过度迁就了投资者对土地的过分要求，造成

许多企业所获得的土地面积与投资能力和生

产能力完全不配套、不相称，使土地资源浪费

十分严重，也给东部今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制

约。所以，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

中，切不可过度放松土地资源的提供，一定要

按照项目的投资强度、产出能力和市场状况供

应土地，保护好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资源。

最后，要有利于节能降耗。可以肯定，在

此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凡是能耗大、资源消耗

多的企业和产品，都是急于转移的重点。那

么，中西部地区在接受东部产业转移时，切不

可忽视节能降耗工作。凡是能耗过大、资源

消耗过多的企业和项目，必须严格把关，严格

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如果企业在节

能降耗方面达不到国家的规定和要求，这样

的项目，不能要，也不能批准。

当然，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还要防止

产能过剩行业的回避式转移、重复建设等问

题，把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起点拉高、标杆拉

高，使此轮产业转移真正成为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推手。

本报讯（记者 里相春 王巍微）

近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在长春召开，吉林省省长

王儒林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王儒林表示，2010 年，面对外部

环境复杂变化和历史罕见的自然灾

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吉林省委的

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全省各族人

民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吉林老工业基地

振兴迈出了新步伐。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实现 8577 亿元，工业总产值跃

上万亿元台阶。一般预算全口径财

政收入 1206 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

602.4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 794.7 亿元，节能减排全面实现

“十一五”目标。

王儒林在 2011 年的工作安排

中指出，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吉林省将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坚持科学发展，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统筹推进“三

化”，实施“三动”战略，抓好十大产

业发展计划，积极优化调整结构，不

断深化改革开放，全力保障改善民

生，全面加强社会建设，保持经济社

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努力实现“十

二五”良好开局，进一步推动吉林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第二届福建（南安）
光电信息博览会举行

青海进一步促进
对外贸易发展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要做“选择题”

■ 谭浩俊

科学谋划“十二五”
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贵州加快医药产业园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知

识产权局获悉，该省知识产权工作

将重点锁定“7＋3”产业和新兴产

业，为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

展新兴产业和加强自主创新提供

有力支撑。

四 川 省 将 面 向“7＋ 3”产 业 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骨干企业，

深入推动 35 家国家级知识产权试

点企事业单位、212 家省级知识产

权试点示范、优势培育企事业单位

提 高 知 识 产 权 工 作 水 平 。 面 向

“1525”产业园区，深化成都高新区

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创建和

22 家省级工业园区知识产权试点

工作。 （李秋怡）

四川知识产权工作
重点锁定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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