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框架下的四川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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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是优化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的必然选择。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 有利于加速城市规

模的扩张, 增强城市间的空间聚合度, 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 充分发挥城市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

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的优势, 有利于企业跨地

区、跨行业的专业化协作, 使区域的整体功能得到很好发挥, 更能推动四川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产业

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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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空间结构是指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在特定经济区域范围内的空间分布状态和空间组合形式。经济空间结构由点、线、

网络和域面四个基本要素组成。合理的经济空间结构, 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党和国家对于国土空间

开发秩序、开发方式提出,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

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

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及绩效评价, 规范空间开发秩序, 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 我们

有必要审视我们走过的道路, 发展、创新、优化四川经济空间开发结构。 

一 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状况与问题分析 

川西地区曾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 创造过高度的古代文明。汉代以后, 不断开发、不断移民, 经济社会都有较大的发

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过60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经济空间结构不断优化, 初具雏形的有4个重点经济区:成绵乐经济

带、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 

四川经济空间开发早, 但层次低, 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比, 差距很大。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东西部差距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有扩大的趋势。目前, 地区差别指数按省际计算已达到5.5, 把大城市计算在内, 已达到15。2007年, 四川省GDP完成

10505.3 亿元, 成为继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上海7 个省市之后, 与辽宁同步进入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大

省, 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9位。四川人均GDP12893元, 约1710 美元。但与东部的上海人均GDP相比, 相差52580 元。四川不

同区域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差距也很大。2007年, 巴中人均GDP只有4631元, 与成都相比, 相差8262元, 与上海相比, 相差

60842元。按2007年四川省各市、州人均GDP划分, 四川可划分为四类经济区:宝成线绵阳以南, 成昆线攀枝花以北的“一条线” 

经济带;川西南经济带;川东北经济带;川西北经济带。四类经济区, 发展水平最低的川东北经济区7个市, 没有一个市的人均GDP

超过8000元。“一条线” 经济带最低的眉山人均GDP已接近1万元。四川的区域差距呈I字型状态, 形成中部高、东西低的格局。 

四川的城乡差距与东部的城乡差距相比, 东部沿海基本上接近城乡一体化, 四川同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还是典型的城乡二

元经济, 广阔落后的农村与现代的发达的城市并存的格局依然很牢固, 并有扩大的趋势。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于在区域发展中存

在的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形成的。从空间开发看, 四川城乡二元经济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 特别是在30年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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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着力发展沿海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断流向城镇, 形成相对发达的

城市经济。而广阔农村创造的财富则通过农村居民在城市置业, 子女上学, 购买工业产品, 又流向了城市。如果没有外力的助

推,这种格局难以打破。 

二 用成都都市经济圈优化四川经济空间结构 

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是优化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的必然选择。 

与东部地区相比, 四川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 充分发挥城市的极化和辐射功能。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

平原是四川城镇与产业最为集中的地区, 也是四川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 有利于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张, 

增强城市间的空间聚合度, 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 充分发挥城市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

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的优势, 有利于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专业化协作, 使区

域的整体功能得到很好发挥, 更能推动四川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产业群的形成。 

成都作为都市经济圈的辐射原点, 从交通角度看, 以成渝、成昆、宝成等出川铁路以及成渝、成乐、成绵、成南、成雅等

高速公路为支撑, 呈放射状展开, 以85 公里长的绕城高速路为骨架的环状快速路网已经形成, 成都的辐射范围已扩展到附近

市、州, 甚至相邻省、市;从产业关联度看, 也基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呈圈状的产业布局;周边中心城市到成都一小时或两小时

经济圈初步形成。成都的辐射能量也在不断增大, 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已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成都周边是中心城市的密集带, 也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密集区。四川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是把成都作为核心, 以成都平原为依

托, 以周围16个中心城市为节点, 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 充分发挥城市极化和辐射功能, 形成强大辐射源, 驱动四川经济快速

发展。 

成都都市经济圈可由三个圈层16个城市和外部圈层构成。 

第一个圈层, 即目前的成都市, 面积12390平方公里。成都市中心城区城市面积, 2007年确定为3681 平方公里。第一圈层

的城镇体系由中心城、卫星城、县(市)中心城镇、中心镇、一般建制镇五级构成。市域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形态为以中心城为

核心, 依托交通干线集聚发展的点轴型放射状空间布局结构。核心圈层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市旅游业。目

前, 第一圈层的空间开发秩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核心区的一环路、二环路内仍有大量破旧房屋、仓储, 行政办公区占用大量

土地, 基础设施明显不适应发展的需要, 人均城市道路用地、公共绿地严重不足, 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从城市的辐射功能

看, 成都因集聚效应所形成的强大经济能量还没有形成规模、有序地向周边地区扩散。市区内新旧产业同时并存,大量缺乏关联

性的产业汇集在同一城区, 争土地、争资本、争燃料、争项目、争资源, 既影响了周边城市的发展, 也影响了成都市发展。可

以考虑将政府机关事业部门迁出核心区, 启动中央商务区建设, 发挥核心区在金融、商贸、科技、通讯等产业的辐射功能, 形

成合理的空间开发格局。 

第二个圈层, 以成都为轴心, 以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等城市为节点, 以150 公里为半径, 构成1 小时经济圈。在这个

经济圈上分布有德阳、绵阳、眉山、雅安、乐山、遂宁6个地级市, 总面积61567 平方公里, 人口2148万。第二个圈层可集中发

展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和原材料加工业。 

第三个圈层有资阳、内江、自贡、宜宾、泸州、南充、广安、达州、广元、巴中10 个地级市组成, 总面积为83990平方公

里。主要发展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农产品加工业。 

第四个圈层, 即外部圈层。成都都市经济圈可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合作构筑四川经济的外部圈层。现



 

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 都是以周边的大市场为依托的, 四周的市场越大, 中心城市发展

就越快。 

成都都市经济圈的第一圈层人口现在有1103万, 核心城区规划面积是3681 平方公里, 按1平方公里容纳12000人计算, 可

容纳4417 万人。如果成都市现有的1103 万人全部成为城镇人口, 还可吸纳来自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的3314万人。第二圈层共

有2148万人, 按总人口85%计算,有1825万城镇人口。绵阳、乐山可考虑建成400万人口的大城市, 德阳、眉山、遂宁可考虑建成

250万人的大城市,雅安可考虑建成150万人的大城市, 余下的125 万人或转移到大城市, 或转移到小城市。第三个圈层共有4699

万人, 按总人口80%计算, 有3759 万城镇人口, 南充、达州、宜宾、内江可建成400万人口的大城市, 自贡、泸州、广元、巴中、

广安、资阳可建成300万人口的大城市, 余下的359万人, 或转移在第一圈层的城市, 或转移其他城市。相应的城市规模, 300万

人以上的大城市, 可按1平方公里容纳14000人控制城市面积; 300万人以下的大城市,可按1平方公里容纳12000 人控制城市面积。

这将极大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率。 

成都都市经济圈上的 16个城市要主动在这个圈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断提高集聚能力和吸纳产业、资本、技术、信息与人

才的能力, 通过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与成都相接, 与核心区分工协作, 形成整体协调、同步发展的格局。同时, 成都

都市圈的发展也离不开周围的西安、重庆、武汉、长沙、昆明、贵阳的发展, 与这些中心城市处于共荣共生的空间格局中。 

三 轴线延展:助推四川经济空间结构演进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合理程度取决于区域开发轴线的发达程度。经济的空间布局往往是沿交通轴线展开的, 交通发达的地

区, 经济空间结构通常也比较合理。优化四川经济空间结构, 必须延展、开辟发展轴线, 形成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

的综合交通网络。 

四川与七省、市、区接壤, 必须要有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铁路、公路、航空、航道、管道形成的网络。四川经济的空间

开发, 应以宝成、成昆、成渝铁路和成绵、成乐、成雅、成渝高速路为主轴, 以成都为极核, 16个中心城市为节点, 既要有放

射状的交通线与四周省市相连, 又要有环线与中心城市相贯通, 构成节点相互依存, 域面协调发展, 通道配套运行, 各种空间

经济实体的联系交错密集, 呈现网络化系统的开发格局。 

延展轴线, 一是要提高公路的通达标准。目前, 四川公路的主要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道要拓宽路幅,硬化、黑化, 达

到一级路标准, 尤其要改建川藏公路。川藏公路穿越的都是西部的壮美山川, 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海拔超过4000米的

著名大山有十多座;跨越众多性情迥异的大江大河;途经横断山脉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 有变幻莫测的自然风光, 是进入拉萨

陆路上风景最为瑰丽奇特的线路。国家已有实力裁弯取直, 拓宽加固, 以发展旅游业。省道要增加密度和提高质量, 通市达县

的省道要达到二级路标准;市道达县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县道要不断延伸, 通乡达村, 达到三级路标准, 形成四通八达,密度适

宜, 标准适度的公路网络。 

二是要构建高速公路骨架网。目前, 与四川接壤的省际、市、区高速公路, 只有到重庆的全线贯通, 到西安的高速公路还

有近50公里需要建设, 到云南昆明、贵州贵阳的高速公路没有贯通, 到甘肃兰州、西藏拉萨还没有高速公路。构建高速公路骨

架网要考虑的工作包括:加速川陕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 增强成都和西安两大西部中心城市的联系, 使西南与西北、华北经济区

连成一片;新建达陕高速公路, 新增一条四川到西安的快速通道;延伸成温邛高速至名山, 与成雅高速连接, 形成成都至雅安里

程相当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延伸成南(南充)高速到重庆, 使南充、广安在接受成都都市经济圈辐射的同时接受重庆都市经济圈的

辐射;延伸成攀高速到云南的田房, 畅通出川通道, 形成通往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交通走廊;延伸成乐高速到犍为分为两线, 

一线延伸到宜宾, 另一线延伸到西昌, 与成攀高速连接, 将攀西和川南城市群连成一片;新建成都至拉萨高速公路。 

三是重构四川铁路网。铁路是现代经济的动脉, 发展现代经济必须铁路先行。目前, 四川东有成渝线、达成线,南有成昆线、



 

内昆线, 北有宝成线, 西边和西北方向没有铁路。2008年1月10日, 四川省与铁道部签署加快铁路建设的部省会谈纪要, 拟将新

建6条铁路并纳入全国铁路网中长期规划调整方案, 出川铁路大通道将由现在的4条增至10条。〔1〕拟新建的6 条铁路是:成绵

乐城际客运专线,从成都市出发, 分别向南到达乐山市, 向北经德阳、绵阳,到达江油市;成都至甘肃哈达铺铁路延长到兰州, 从

成都市出发, 经彭州向北经阿坝、松潘、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在哈达铺与拟建兰渝线相接;川青铁路(成都至格尔木)经彭州、两

河口、马尔康至班马、达日、格尔木, 接入青藏线;成都至乐山城际客运专线延伸至贵阳, 利用在建的绵成乐城际客运专线, 从

乐山出发, 经宜宾、云南威信、贵州毕节到贵阳市;成都至江油城际客运专线延伸至西安,利用在建的绵成乐城际客运专线, 从

江油市出发, 经广元市、汉中市、到西安市, 与拟建的郑西、京广客运专线相接, 实现成都八小时到达北京;成渝城际客运专线, 

经资阳、内江至重庆。成渝高铁建成, 成都和重庆形成一小时经济圈, 可以引领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建川藏铁路,东起成都, 

西至拉萨, 横贯甘孜州。6条铁路建成, 成都至周边省会城市贵阳、昆明、拉萨、西宁、兰州、西安、武汉可形成4 小时经济圈, 

与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形成8小时经济圈。 

四是提高内河航道标准, 增强港口集散功能。泸州港和宜宾港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口岸, 是四川以及云南东部、贵州北部地

区水路物流大通道和出海大通道。扩建泸州港和宜宾港, 可缩短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 带动长江上游

经济的发展。 

五是加快航空港和管道建设步伐。要以建设干、支线机场合理布局的民用运输体系为目标, 配套完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建

设乐山旅游机场。新建兰州至成都输油管道工程, 四川天然气东输工程, 形成点状和线状空间布局。轴线延展在省域市与市之

间“内循环” 层面也要有大的突破。目前, 通达成都的交通有大的进展, 但成都都市经济圈第二圈层和第三圈上的城市相互贯

通还有待时日。乐山到南充要经成乐高速到成都, 再经成南高速到南充。如果从乐山建一条高速经资阳到遂宁与成南高速连接, 

可缩短150公里的里程。同样, 绵阳到南充要经成绵高速到成都,再经成南高速到南充。如果从绵阳建一条高速到南充, 可缩短

200公里的里程。第三圈层上的达州到广元还没有高速连接, 从广元到达州要经成广高速, 再经成达高速到达州。如果从广元建

一条高速经巴中到达州, 可缩短400公里的里程。这三条高速建成后, 成都与川东北、川南中心城市的内循环连为一体。 

四 优势产业:四川合理经济空间结构的支撑 

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离不开优势产业的支撑。都市经济圈一般都有原材料生产区、能源生产区、加工区和农业基地, 从

而构成一个综合产业圈。产业的选择既要立足于自身的优势, 又要有宽阔的视野, 要从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寻找、确定。 

四川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有: 

1、资源产业。自然资源不可再生, 不可复制, 但可以科学的利用。四川的水电资源蕴藏量达1.5 亿千瓦, 可开发量超过1

亿千瓦, 位居全国之首。〔2〕对水电资源一要和谐开发, 照顾各方利益, 做到开发一方资源, 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二

要提高水电资源的利用率, 可考虑水利资源的防洪、发电、养殖、灌溉、娱乐综合开发、利用,尤其要用高新技术提高水资源的

发电率。在现有发电水平上, 利用现代高新技术至少可以提高10%以上的发电量。四川的水电资源在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的前

提下科学有序的开发, 可以形成GDP贡献率超1000 亿元的水电产业。四川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已探明的地下矿藏有132 种,其

中, 钒、钛、钙、芒硝、萤石、天然气、硫铁矿的储量居中国第一位, 钛储量居世界第一, 钒储量居世界第三。四川的钒钛开

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要充分利用攀钢已有的生产技术条件, 形成有竞争优势的钒钛产业。〔3〕四川的天然气资源也很丰富, 四

川盆地天然气资源总量有7.2 万亿立方米, 约占我国天然气资源总量的24%。〔4〕天然气既是清洁能源, 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据统计, 全球天然气产量中40%左右用于工业, 全世界85%以上合成氨、92%以上甲醇生产都是以天然气为原料。从天然气发展的

趋势看,合成氨、甲醇及其下游产品仍将持续增长, 但产品结构已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方向调整。加大天然气的开发力度, 

可形成GDP贡献率超1000亿元的化工产业。 

2、高新技术产业。四川的高新技术产业有扎实的基础, 且前景宽阔, 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高新技术产业中, 四川省有



 

突出优势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和中医药产业。在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上, 四川要成为西部高地, 培育有竞争力的电子产业。尤

其要有重点地发展数字化技术产品、宽带综合信息网络产品、通信产品、新型元器件、智能家电等主导产品, 建成以软件、集

成电路、元器件为基础的国家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药产业要坚持走自主创新的新药开发之路, 着力研发中药新药, 创

造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医药产业。 

3、现代制造业。四川的制造业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实力, 与上海、东北并称为中国三大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四川

的装备制造业, 尤其要在大型发电成套设备,以冶金、化工等为主要代表的重型机械成套设备, 大型工程施工成套设备, 大型石

油天然气成套设备, 机车车辆设备, 大型环保成套设备, 数控技术及设备, 航空航天成套设备方面, 加大研发力度, 打造有核

心竞争力的产品。四川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成都都市经济圈第二个圈层上的成都、德阳、自贡、绵阳之间。制造业的发展应由

中心向外推进, 相邻区域则向内靠拢, 通过成都市和有关城市的协作, 使其制造功能相互配合。当前, 四川尤其要抓住当前全

球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有利时机, 延伸产业链, 优化产业布局, 不断推动装备产业生产的合理化和产业的高级化,形成有核心竞

争力的现代制造业。 

4、酿造产业。四川的酿造业发达, 名酒酿造世界闻名, 要立足已有品牌, 开发新的品牌, 提升知名度, 尤其要提升已有品

牌的知名度, 形成GDP贡献超1000亿的酿造产业。 

5、旅游产业。四川的旅游资源丰富, 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5个, 世界公园1个, 国家级、省级旅游景点上百个,2007年旅游

总收入1217.31亿元, 占全省GDP的11.6%。发展旅游业要与现代服务业乃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一般来说, 旅游业的发

展与二、三次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度, 没有一定的流动人口量和便捷的交通以及完善的宾馆酒店系统, 

没有成熟的、富有吸引力的商业购物中心作为支撑, 旅游业的发展很难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老景区要高端化、特色化、人性化、

精细化;新景区要高端定位, 打造名牌和精品。到目前为止,四川GDP超1000亿元的产业, 只有旅游产业。四川要与周边旅游资源

富集的云南、贵州、湖南、重庆、湖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合作开发旅游业。随着沪汉渝蓉高速铁路的贯通, 上

海到成都的行程不到8 个小时, 这将为四川旅游业迅猛发展提供大好机遇。精心的培植和开发,旅游产业在四川GDP的贡献率可

以再提高10%, 既保护了生态, 又提高了收入, 更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总之, 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 既要有成都都市经济圈的引领, 又要有开发轴线的延伸, 还要有优势产业的支撑, 更要

有农村经济的繁荣, 合力推动四川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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