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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 

构建四川境外优势产业园区的思考 

谯 薇，云 霞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对于改善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巩固我国多重双

边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川省在此战略布局下，基于本省优势产业的发展现状，可以通过构建境外优势

产业园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本文提出的具体实施对策包括：积极主导境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端

产业园区；引入中方及外国知名大企业，形成园区品牌效应，带动更多中外企业入驻园区；打造境外特色产业园区

与优势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加速当地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人力优势；向产业园区注入持续的

创新支持。 

【关键词】一带一路；境外产业园区；四川省；对策 

一、“一带一路”的科学内涵及意义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底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的简

称。这一战略构想对于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的转型 

“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始地源于西部地区，并途经西部主干道至西亚及欧洲地区，从而给

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良好的贸易平台，有利于加快实现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传统的对外贸易结构较为单

一，较多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我国与其他沿线

国家的经济贸易的交流，实现对外开放结构的多样化。 

2、有利于我国生产要素流动及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大量引进国外资本及先进技术，通过承接国外发达国家的要素输出，改善我国

落后的技术能力及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内科研水平的提高、以及地区经济能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

国力得到稳步提升，拥有了雄厚的资本及相对过剩的产能。为了更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需借助 “一

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将我国相对过剩的生产要素及优质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这样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利用的

最大化，同时带动其他国家及地区共同发展。 

3、有利于建立及巩固我国的多重双边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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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通过将众多国家及地区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经济成果共享及文化交流深入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的局面。在现有的区域合作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交通基础设施，使得各国之间能够更加便利及时地进行交流与合作，有利于

我国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加深与巩固已有关系，通过资本投入、技术援助、产业转移等多种方式，加强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形成对边及区域合作机制。 

二、四川省优势产业及园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依托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充裕的资源禀赋、独特的区位条件等优势，四川省不断加大对产业园区的建设力度，相

继推出了《四川省加快工业园区发展指导意见》、《四川省培育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1525 工程”）》、《四川省“51025”

重点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一方面，力求增加园区内企业入驻量及产值，另一方面，注重产业园区的结构优化与升

级，通过质与量的双重要求促使产业园区发展稳步提升，现已形成了七大优势产业，包括：装备制造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饮

料食品产业、油气化工产业、能源电力产业、泛泰稀土产业、汽车制造产业。 

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为例，四川省现已形成了“1 极1 基4 带多园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格局，即1 个产业增长极（成

都）、1 个成都—绵阳产业大基地、4 条产业带（成—德—绵—广（元）、成—眉—乐—雅、成—遂—南—广（安）和成—资

—内—宜）、多个园区（成都、绵阳、广元、乐山、遂宁等）。四川省不断优化“1 极1 基4 带多园区的”产业布局，引进并

培养龙头企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和电子器件、智能终端、网络通信、互联网、信息安全等11 个产业集群，进一步突出产业特

色。同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建立一批面向园区的技术创新项目平台，大力开展核心技术研究，一方面

弥补当前省内缺少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高端环节，另一方面巩固及发展现有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地位。 

三、“一带一路”沿线构建四川境外优势产业园区的对策思考 

1、我方积极主导境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端产业园区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方应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积极主导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国内国外发展经验来

看，产业园区中的高端企业都对园区内部发展环境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要打造富有影响力的产业园区，离不开一流的园区环

境。从硬环境方面来说，应重视产业园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产业及区域特点打造高标准的产业园区，要善于积累国外

园区建设的经验，不断完善园区设施。在软环境方面，则应致力将园区内部的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形成一流的市场环境、政

务环境、文化环境、法治环境等。 

2、引入我方及外国知名大企业，形成园区品牌效应，带动更多中外企业入驻园区 

对于园区品牌的打造，我们可以依照知名企业聚集—打造园区品牌的发展路径。“一带一路”沿线工业园区品牌建设中，

应该通过引导中国和外国的知名大企业的进入，形成品牌的效应，从而带动更多的中外企业纷纷入驻园区。如新加坡海外工业

园区的建设中，就大量引入了世界知名企业，在我国的苏州工业园区中，就引入了来自多个国家的知名企业，如日本的日立仪

器、韩国的三星电子、法国的阿尔卡特通讯设备、德国西门子等等。可以说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离不开知名企业的加入，它

们在园区形成的企业聚集效应，并形成了工业园区的国际知名品牌效应。 

3、打造境外特色产业园区与优势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 

“一带一路”沿线打造的特色园区应是由当地特色产业与我方优势产业相结合的园区。例如可以结合四川省的传统优势产

业——电子信息产业，在印度建立电子信息产业园区。虽然印度为软件信息产业大国，但其电子信息硬件子产业，特别是电视

机制造业落后。目前，电视机市场占据着印度电子消费市场整体规模的80% 以上。而当地的电视机消费以依靠进口日本、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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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视机产品为主。印度的电视机市场蕴藏着巨大潜力。四川长虹是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的著名企业，海外投资建厂的经验丰富。

若在印度建立中外合作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一方面可以引入四川长虹这样的龙头企业加入，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带头作用；另

一方面，印度有着长时间发展计算机软件行业的优势，无论是从人力资源还是劳动力工资的角度看，都能为产业园区建设提供

便利。四川省在印度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可以帮助当地打造产业优势，还能够辐射东南亚，出口中印合作生产的电视机产

品，也能使中方的电子信息产业做大做强。 

4、加速当地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与东南亚地区具有劳动力密集、成本相对低廉的特点，是园区建设的先天优势。针对生产线所需

技工的问题，中方可以积极帮助当地培养园区所需技工。首先，可以将园区的首次招收的工人，带到四川各所技术专科学校进

行专门培训并参加结业考核；其次，加强当地园区工人与四川工厂的交流，由四川工厂定期派人员到当地园区进行现场指导，

也可以让当地园区的工人到四川工厂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针对园区所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专家这一问题，一方面，我方工厂

可以直接招聘驻外工作人员或者以轮调方式派出富有经验的我方员工；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当地实施定向留学政策，以相应的

奖学金吸引当地优秀人才报考四川优势产业相关的专业，毕业后回到当地园区参加发展建设。 

5、向产业园区注入持续的创新支持 

首先，加强研发机构的创建。我国在打造产业园区时，应积极引导企业投资建设研发实验室与研发制造中心。并促进当地

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不断向园区产业输入新知识、新技术。以及将当地特色市场需求与最新技术结合，不断创造出更多

适合东南亚、南亚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技术服务。 

其次，可以从多渠道解决研发费用的来源。一方面，可以由我国与园区建设地政府直接进行研发投资；另一方面可以设立

产业园区创新专项基金，拓宽创新资金的来源渠道，引入顶尖资产管理公司，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募集资金，用于产业园

区创新技术的开发。或者，我方政府也可以出台专项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各大银行积极参与境外产业园区创新资金融通。 

再次，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校建设相比，我国拥有比较优势。应加强四川高校、

研究机构与当地企业的合作。组织经验丰富、学术能力强的专家团队到产业园区考察并深入研究，积极与当地企业合作，实现

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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