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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我国第四个、西部第一个超大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

展战略，这必将对辐射带动西部地区区域整体发展、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产生重大战略性影

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需要建设二级经济发展中心，以强化成都、重庆两大极核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从经济区位上，重点是 要 强 化 “成 渝 轴 线”两 翼 二 级 经 济 中 心 城 市 的 战 略 节 点 支

撑。从多个角度分析，宜宾市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理想第三极，而宜宾市要建设成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第三极，就必须充分把握和协同实施好 “文化宜宾”“首城宜宾”“生态

宜宾”“科教宜宾”“经济宜宾”“改革宜宾”等 “６个宜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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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需要建设经济第三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新一轮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成都和重庆的

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在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既要解决成都、重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自身发展仍然

不充分、带动力不够强劲的问题，还要相互协同、合力发挥作用，带动川渝两地并

辐射和示范我国西南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更快更高质量发展，以解决我国东西部地区

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更要形成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广阔回旋空间，这也

是国家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长远战略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以一体化发展为战略方向，推动自身成为我国西部

地区发展最大的策源地和战略引擎，形成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动力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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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就需要造就和形成若干个支撑性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从而减轻成都和重庆两大中心城市极核的辐射带动压力、支撑自身建设与发展。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都希望能够抓住当前的重大战略机遇取得

更大发展。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绵阳、德阳、乐山、宜宾、泸州、南充、
达州等７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但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都比较“尴尬”，２０１９年ＧＤＰ最

多的绵阳为２８５６．２亿元，最少的乐山为１８６３．３１亿元。就重庆市而言，２０１９年，全

市３８个县（区）中有６个ＧＤＰ超过了１０００亿元，其中渝北区最高（１８４８．２４亿元），
排名第２和第３的分别是九龙坡区（１４６２．８８亿元）和渝中区（１３０１．３５亿元），但这３
个区都位于重庆市主城区范围内。因而重庆应该发挥战略支点的外围城区，如渝东

北 中 心 城 区 万 州（经 济 总 量 为９２０．９１亿 元）、渝 西 南 中 心 城 区 永 川（经 济 总 量 为

９５２．６９亿元）等，①但它们经济实力都相对较弱。哪个城市应该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第三极而且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与成都、重庆两大极核形成“三足鼎立”
的格局，从而支撑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从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结构布局看，成都、重庆两大极核城市形成

的 “成渝轴带”要想发挥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必须沿区域性中心城市轴线、主要

交通干线、沿江流域等构建区域发展经济带，从而形成经济圈内的经济网络，补齐

两大极核城市与其外围区域的发展落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强化 “成渝轴带”两翼

的战略性节点城市支撑，即川南经济区与川东北经济区和渝东北经济区的两翼支撑。
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是四川省五大经济区中经济实力分别排第２和第３

位的区域，其经济带头城市分别是宜宾和南充，宜宾和南充都具有独特的地理区

位，也是各自经济区内关键节点支撑城市，宜宾和南充如果能够成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主要经济副中心，将极大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辐射带动能力。渝东

北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是万州，渝西南中心城区是永川，但经济体量都较小，而且永

川距离重庆 主 城 区 太 近。另 外，虽 然 绵 阳２０１９年 仍 是 仅 次 于 成 都 市 之 后 四 川 省

ＧＤＰ排名第２位的城市，但由于其地处经济圈北部边缘的区位以及距成都极核太

近的特点，“限制”了其作为经济副中心的影响力和带动性。
在当前国家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体系中，西部地区鲜有能比宜宾与国家四大区域

发展机遇关系更为密切的城市。宜宾是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四大区域发展重大机遇的核心交汇点，
它是三江交汇处、长江第一城，是长江经济带的真正起点城市；同时，宜宾还是南

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是四川省南向开放辐射的重要门户；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重要区位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主通道关键节点。此外，宜宾２０１９年ＧＤＰ达

２６０１亿元，与绵阳 （２８５６亿元）已非常接近，大有赶超绵阳之势。因而，综合地理

区位、经济结构、发展势头等优势，宜宾、南充在培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主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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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城市中，无疑将各自努力扮演更重要角色。而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担负的进

一步扩大南向开放和辐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色看，宜宾则区位优势更加具有战

略性。可以展望，长江首城宜宾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理想第三极。

二、长江首城宜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理想第三极

１．宜宾具有适当的区位优势

宜宾市辖区面积１．３３万平方公里，人口５５２万，地处川滇黔渝４省 （市）毗

邻区域核心部位，北距成都、重庆市均２６０公里左右，南距贵阳、昆明４００－６００
公里，处于３个省会城市和１个直辖市的地理中心位置，可以直接辐射４省 （市）
约３７００万人口，是成渝地区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最佳战略支点城市。

２．宜宾具有便捷的交通优势

宜宾地处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处，扼守长江黄金水道首端位置，是当

之无愧的 “长江首城”，享有 长 江 黄 金 水 道 通 航 之 利。宜 宾 也 是 国 家 高 速 公 路 网、
高速铁路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交汇点之一，铁、公、水、空立体交通体系基

本形成并不断完善，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３．宜宾具有多维的文化优势

宜宾拥有２２００多年的建城史，是生态宜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丝绸之路

的起点之一。巴蜀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在宜宾交相辉映，更值得大书特书

的是宜宾的抗战文化。“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李庄镇，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７年抗战

的艰难岁月里，慷慨接纳战乱中由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辗转内迁而来的中央营造

学社、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大地测量所等１０多个知名

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近万人，开展科技研究和文化教育，成为与重庆、成都、昆

明并举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尊重知识、敬重文化、坚持文化抗战

的李庄，为保存国家的文化、科技火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孕育出了一批辉煌的

文化和科技成果，被誉为 “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４．宜宾正在创造着科教优势

宜宾李庄的不朽文脉和科教精神今天依然在顽强地延续着。宜宾正以极大魄力、
高效率建起了内陆地级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 “大学城”，截至目前，已经签约高校１８
所，落地高校１１所，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拥有高校数量仅次于成都、重庆两大

城市。在校大学生人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５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５．７万人，留学生人数

实现由零到５０多个国家７００余人的突破、居四川省第２位。倾心倾力建设 “科创

城”，现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省级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近２０家，建设产研院等新型研发机构１９家，建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１５个，入列

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市、知识产权试点市和省级创新型城市等，２０１９年建设成为全国

首批、西南唯一的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同时还在积极争取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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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宜宾正在塑造着发展优势

宜宾市２０１９年ＧＤＰ跃居四川全省第３位，经济发展潜力正在加速释放。产业

发展势头强劲，智能制造、轨道交通、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成长型产业发

展迅速，初步形成气候；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建成投产，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示范线开通运营，建成四川省智能终端特色产业基地，发展成为内陆城市直追重庆

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目前，全市既有年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亿元以上的五粮液集团等

示范带领企业，还引进朵唯、中兴等１８０多家智能终端企业。
整体上讲，宜宾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底色和强劲发展优势，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发展空间结构和区域布局，它都是理想的第三极。宜宾只要在 “天帮忙”的基础

上，持续坚持好近年来 “人努力”的干劲，或可以成为当然的第三极。因此，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宜宾可以定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第三极，还可以与泸州协

同发展构建 “宜宾－泸州二级双城经济圈”，成为真正的经济副中心，乃至宜宾－泸州

－自贡－内江等一体化、同城化发展，形成更加强大的经济圈副中心，从而与成都、重

庆共同架构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圈内的 “三足鼎立”之势。

三、宜宾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极的战略选择

适逢国家多重区域发展战略、面临重大发展新机遇的长江首城宜宾，要取得发

展新跨越，当务之急是确立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特别是要 “提高”自身的战略定

位、承担更大的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使命，使城市特色优势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导

向高度契合。

１．实施 “文化宜宾”战略：树立文化自信，努力擦亮文化名片

宜宾有着独特、厚重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李庄在抗战时留下的文化教育遗产十

分丰厚，其孕育的学术成就至今在一些专业领域仍然占有相当分量。历经千百年沉

淀的巴蜀文化、抗战文化是宜宾的文化之魂，是不可多得的丰厚文化遗产资源。传

承保护好这份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文化基因，是宜宾的历史责任，特别是擦亮宜宾特

有的 “以文抗战”文化符号，弘扬文化先贤 “以文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促

进海峡两岸人文交流的文化交流基地，可以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和创新自信。当前正

是发展文化、旅游、健康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宜宾应作为创始发

起城市，联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城市，举办高规格的 “巴蜀文化发展交流论

坛”，大力传播巴蜀优秀历史文化、弘扬救亡图存的抗战文化、发展强国强圈强市

的科教文化、创造新媒体创意产业新文化。

２．实施 “首城宜宾”战略：擦亮长江首城名片，讲好唱响长江首城故事

作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不能缺席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发

展相关规划与政策也不能忽视首城宜宾。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中，宜宾应当

努力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政策支持，要主动与具有地理渊源的城市 （长江沿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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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有历史渊源的城市 （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宜宾以博大胸怀倾力保护的南京、上

海等）联系和联姻，要主动讲好 “渊源”故事，共同建立科教与创新发展方面的战

略合作关系，开展科教强市、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实质性科教合作等。另外，作

为长江首城，长江万里黄金水道从宜宾正式开启，长江航道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挥

出来，宜宾可以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城市优势互补 （如作为大型装备生产基

地），提供优质廉价便捷的航运服务等。

３．实施 “生态宜宾”战略：擦亮生态名片，建设长江流域 “生态首善之城”
宜宾扼守长江首城的战略区位，对筑牢长江生态安全屏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

地位，长江首段生态保护也在整个长江流域保护中最具示范价值，宜宾比任何城市

都更有资格唱响 “生态城市”主旋律。要有 “长江生态保护看宜宾”的气概，建设

“山碧绿、水清澈、景宜人”的长江流域生态最优城。要积极争取国家和川渝两省市

支持，联合泸州、重庆共同争取建设 “长江最上游宜宾－泸州－重庆生态保护示范

带”，作为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重要建设

任务的突破口、示范工程和重要抓手。同时，要建设和争创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真正成为全域生态示范

城市、生态示范乡村。同时，依托良好的生态首善之城，发展现代绿色生态农业，擦亮

绿色生态高品质农业名片，建设一批高质量标准化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区，培育壮大国内

外知名的特色农业产品品牌 （特别是致力于再培育出１－２个 “五粮液”级别的现代农

业食品品牌），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乃至全国现代绿色生态农业强市。

４．实施 “科教宜宾”战略：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宜宾科教城”
创建国家重要科技创新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成渝

国家重要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也 需 要 规 划 布 局 若 干 重 要 科 创 城 市 （科 学 城、科 技

城、科教城）。规划建设 “宜宾科教城”就是一个良好的战略选择。宜宾作为一个

区域性中心城市，有为数众多的高校，宜宾以 “拎包入驻”的方式引进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心胸和气魄，这一点，在很多省会城市都做不到，从而使其更好传承了艰难

抗战时期以 “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保护国家文化科技火种

的精神，使得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学城、科创城初具规模。宜宾需要继续借助历史

情缘和现实战略机遇，加强与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争取更多、更有影

响力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入驻宜宾，争取更多指导、支持和实质性合作，从而实

现 “教育兴市”“科创强市”战略。

５．实施 “经济宜宾”战略：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经济第三极”城市

建设国家重要经济中心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宜宾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经济第三极”城市，一方面有利于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内 “成－德－绵－乐城市发展带” “成 （绵）－遂－南－广－渝城市发展带”
“宜－泸－渝沿江城市发展带”等三大城市发展轴带构成的重要 “三角形”支撑作

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与泸州等毗邻城市协同发展，形成 “宜宾－泸州”二级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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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圈，乃至协同自贡等构成三城、多城的二级经济圈，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主要支点型 “二级经济圈”，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有力的南向辐射作用。此

外，以大力发展科教事业的政策力度和效果为支撑，宜宾很可能会迅速成长为事实

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经济第三极”城市。

６．实施 “改革宜宾”战略：建设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改革

发展高地

宜宾应大胆探索、改革创新发展，建设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创

新改革发 展 高 地。２０２０年２月，宜 宾 成 功 获 批 四 川 省 第 一 个 省 级 新 区 “三 江 新

区”，改革发展潜力巨大，省级新区建设必然也需要大胆改革探索。宜宾三江新区

的 “新”不仅要体现在长江龙头区域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绿色发展上、培育新兴

产业的发展竞争力上、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经济第三极辐射带动的战略发展

上、“宜宾－泸州－重庆沿江经济带”龙头带动上、创造内陆区域最好的营商环境

和亲商重商效果上，更要体现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上。因此，三

江新区虽然是省级新区，但发展的战略目标不能低，要对标国家级新区去建设，以

便 “水到渠成”争创国家级新区。除了三江新区的改革发展外，还要充分发挥自身

难得的优势，如长江宜宾港为交通运输部确定的长江干支中转重要港口，主动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关键城市加强协同发展合作，建设一体化合作发展示范区。
而这一切，同样都离不开改革，需要在改革上大做文章。

四、结语

宜宾市历史悠久，文化资源特别是抗战文化资源厚重，水陆空交通便捷，科教

资源汇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优势明显，经济增长强劲，长江首城生态地位极为重

要，又面临国家四大区域发展重大机遇叠加 （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交汇点上，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中具有重要区位优势的战略支点城市。将宜宾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第

三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有极为正面的意义。
宜宾市要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第三极城市，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的

困难和问题。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量仍然太小，经济关联度不高，对

周边区域或城市的辐射带动力不大。必须快速做大做强经济体量，凸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内重要的二级经济中心战略地位。解决之道就是要牵头联络其他城市抱团

发展、协同发展、合力发展 （如，以长江航道的优势，与成都市等内陆城市合作，
成为其重大装备的制造大基地等），形成区域的二级 “双城”或者 “多城”经济圈，
提升经济影响力。二是大学城、科教城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影

响力有限。必须谋求在政策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借助国家２０２０年５月发布的 《关

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支持西部地区发展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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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政策，全力争取将 “宜宾科教城”建设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重要科技

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之一，促 进 宜 宾 市 从 “自 我 奋 斗”状 态 转 变 为 国 家 战 略 规

划、四川省级规划 “名正言顺”的战略加持状态。如果经济和科技综合实力得以提

升，宜宾就可以顺利实现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极的发展战略目标。总

之，宜宾要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第三极，必须把握好和实施好 “文化宜

宾”“首城宜宾”“生态宜宾”“科教宜宾”“经济宜宾”“改革宜宾”等六大战略，
使 “６个宜宾”战略聚合性地发挥最好效应，实现最好结果。如果 “６个宜宾”战

略能够高度聚合、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宜宾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极

的战略目标在一到两个五年内完全可以期待。

（责任编辑　肖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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