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 吳健宗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8報道特別
2021年3月8日 星期一

剛剛過去的 「十三五」 時期，成都不僅在綜合實力、
發展潛力、全球位勢、治理水平等方面實現歷史性躍升，
且從城市能級上看，亦從 「區域中心城市」 邁入 「國家中
心城市」 。

於成都而言， 「十三五」 圓滿收官，如今正在等待
一次新的飛躍。站在 「十四五」 開局新起點，成都錨
定下一個5年及15年發展目標：力爭到2025年，全
國重要的經濟、科技、金融、文創、對外交往中心和
國際綜合交通通信樞紐核心功能邁上新台階，人均國
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形成帶動全國高

質量發展重要增長極和新動力源
的戰略支撐，基本形成 「大都市區－
區域城市－功能區－新型社區」 四級空
間體系和人城境業高度和諧統一的美麗宜
居公園城市形態，初步建成國家向西向南開
放門戶樞紐城市，成為 「人民城市」 的幸福樣
本。
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深入實施，隨

着 「新的篇章」 開啟，成都迎來了城市發展的無限機
遇，成都的潛力，正在快速迸發。

隨着2021年春節小長假收官，全國多
地陸續曬出旅遊 「成績單」 。截至2月20
日，全國共有包括成都、杭州、重慶、武
漢、北京、鄭州在內的21個主要城市公布
了假期接待遊客人次和旅遊收入。
當中，成都表現強勁，遊客數量達

1447.6萬人次，旅遊總收入127.6億元。這
在全國城市中實現兩個 「唯一」 ：遊客數量唯
一破千萬人次和旅遊收入唯一破百億元。
這兩個 「唯一」 把成都的消費活力、實

力以及潛力體現得淋灕盡致。
在構建雙循環格局的過程中，消費對於

各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多個城
市公布 「十四五」 規劃建議中，建設 「國際
消費中心城市」 成為其共同的目標。
成都也不例外，在 「十四五」 規劃建議

中， 「以品質體驗為導向的消費中心」 ，
「全面推動場景營造、業態創新和品牌集
聚」 ， 「壯大綠色消費、數字消費、定製
消費等新興消費」 ， 「積極培育與國際接
軌的高端商品消費鏈和商業集群」 ，這些
關鍵詞，勾勒出成都在新格局下消費進階
升級的清晰思路。
要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更多要發揮

雙循環的平台功能，既要通過巨大國內市
場的引力，吸引全球消費創新資源進入國
內，同時要將中國品牌和優質的產品推向
世界。
要吸引全球消費新資源引入國內，將優

質品牌推向世界，就不得不提到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美食之都

……諸多閃亮的城市名片，早已讓它成為
消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目前，國家 「雙
循環」 戰略，香港正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
的 「參與者」 和國際循環的 「促成者」 。
一方面，可聚焦內地市場商機，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另一方面，可進一步強
化在國際循環中的 「中介人」 角色，促進
內地與全球更好的交流合作。

「蓉港兩座城市都有時尚之都的優雅氣
質和休閒之都的獨特韻味，兩地人文相
親、經濟相融，合作空間非常大。」 香港
新鴻泰實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娟對蓉港
合作期待滿滿。
同樣，看好成都市場的還有來自日本的企業。擁

有知名清酒品牌 「獺祭」 代理權的尚清禾，已註冊
了成都尚清禾商貿有限責任公司；三井物產（上
海）貿易有限公司成立了成都事務所，目前該公司
代理的部分清酒品牌已經進入成都伊籐洋華堂、伊
勢丹以及成都部分餐廳。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成都事務所所長田中一誠說，

中國的西部市場對日企充滿吸引力，而在他們看
來，成都是進入中國西南市場的重要一站。

「最具幸福感城市」 12連冠，《新時尚之都指
數報告》綜合實力排名第一； 2020國際消費中心
城市全國第三……成都，這座 「雪山下的公園城
市」 消費引領比較優勢更加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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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 為高質量發展增添新動能
2020年12月30日，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

成都分院項目，正式簽約落戶成都金牛區。這是該研
究院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地區設分院。隨着這一 「科研
國家隊」的落地，將引入更多高端研發、生產、試驗
和服務資源，吸引更多高精尖科研技術人才集聚。

5年為軸，科技創新正在成為成都高質量發展的增
長極和動力源。回看 「十三五」成績單，成都科技創
新交出了圓滿的答卷。重大科技創新平台加快建設，
實現13年來國家重點實驗室 「零增長」突破；越來
越多的高質量創新主體在成都湧現，2020年新增高新
技術企業 1900 餘家，增幅超過 40%，總數有望突破
6100家；4所高校入選國家職務科技成果改革試點；
引導150餘名高校院所科研人員在蓉創業和開展科技
服務，超過30名獲國家、省、市創新創業大賽的青
年科技人才在蓉落戶創業。

成績的背後，彰顯的是成都科技創新的強勁實力和
巨大的吸引力。 「成都作為西部中心城市，不僅可以
有效輻射內陸地區，同時，集聚了大批優秀企業和人
才，可以提供良好的本地人才支撐。更為重要的是，
成都一直堅持以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與香港城
市大學成都研究院（簡稱：城研院）促進科技成果轉
化的發展理念 『不謀而合』。」香港城市大學成都研
究院副院長馮灝直言，成都是一個很有 「人氣」的城
市，對成都充滿感情。

目前，城研院已建立了互動媒體電算應用中心、虛

擬現實技術創新應用中心、動物健康研究中心、先進
氣流組織實驗室、區塊鏈與商務創新中心等多個創新
研究平台，並與企業合作建立2個企業實驗室——晶
準轉化醫學研究中心和物聯網與人工智能教育信息化
聯合實驗室。

「這是成都、香港兩方緊密合作的成果。」馮灝表
示，依託成都良好的科技成果轉化環境，城研院作為
城大繼深圳後在內地設立的第二個研究院，以承接城

大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成果轉化為主，兼顧科學研
究。目前，城研院已建立起國際產學研創新平台，成
為蓉港科技合作當仁不讓的 「橋頭堡」。

在馮灝看來，隨着成都加快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
創新中心，蓉港科技合作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成都大
科學裝置快速布局、日益優化的科技創新環境將進一步吸
引粵港澳大灣區及國際一流高層次人才來蓉，不僅將推動
科學研究合作，還將加快知識產權落地與轉化。」

成渝經濟圈「升極」 多重機遇疊加
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

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
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一年時間，唱好 「雙城記」，建設經濟圈，成渝越
走越近。中歐班列（成渝）號的鳴笛聲，劃破成渝兩
地的天空，共同搭起了西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平台；
從兩江新區到天府新區，率先打破的行政區劃壁壘，
快速集聚的新興產業，讓中國經濟第四極成為可能
……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平台和長江經濟帶的戰略
支撐，成渝地區處處激盪着發展的不竭動力。

翻開成都市 「十四五」規劃藍圖，高規格、高賦能
科學規劃發展路徑，隨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過
程中，高端產業快速布局、建立高度融合的產業鏈被
提上新高度，成渝地區成為頗受資本市場認可的經濟
圈，從側面印證了其發展實力和未來潛力。

2021年，成都將唱好 「雙城記」作為了開局之年
的四件大事之一來抓，明確提出今年將推動成渝地區

雙城經濟圈形成成渝相向發展、成德眉資同城化發
展、區域錯位發展、 「兩區一城」協同發展的四個新
格局，全面提升成都都市圈國際競爭力和區域輻射
力。預計將實施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兩區一城」協
同發展、成德眉資同城化發展等重點項目459個，年
度計劃投資1700.1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 2 月，成渝地區再次迎來
高光時刻。一份國家級重磅文件的發布，讓這裏首
次正式升 「極」。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綜
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中，成渝雙城經濟圈首次
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並列，成為重要
「一極」。這也意味着，成渝地區作為中國首個也

是唯一一個 「內陸極」，未來擁有巨大的發展潛
力。

一系列的行動計劃，也吸引了海內外投資者的目
光。 「成渝兩地在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兩地可重
點發展醫療、教育、物流、新能源等領域。」香港重

慶總會主席馬浩文說，香港已成為成渝兩地最大的外
資來源，重要的交易夥伴和 「走出去」的視窗橋樑，
在兩地的對外開放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成渝和港澳
合作要更好地融入和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聯動發展，共用科
研新資源，積極開展旅遊與人文交流。

德勤中國華西區副主管合夥人張鵬關注數字化轉
型。在他看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為各行各業
都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跨區域數據的有序、多渠道
流動在協同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建立有效數據流動
機制，將提升區域發展效率。

對此，張鵬建議通過應用創新數據信息技術、探索
數據分級分類管理、完善多渠道數據流動方案等方
式，進一步擴展數據流動的合規方法，打造新時代
「信息高鐵」。這將增強川渝地區開展跨境貿易的競

爭力，並吸引更多港資、外資青睞，從而進一步深化
川港合作。

成都成都：：「「人民城市人民城市」」的幸福樣本的幸福樣本
育新機育新機 開新局開新局

成都 「城市之眼」

成都高新南區成都高新南區

成都交子公園

成都科學城

成都夜景成都夜景成都遠洋太古里成都遠洋太古里

鹿溪河濕地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