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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发城市联动发展经验可以看出，
结对联动并不是单向对口支援，而是双方通
过拉长板、补短板，实现‘1+1＞2’的聚合效
果。推进市域内部联动发展，打造结对联动
合作区是深入落实‘三个做优做强’战略部
署的创新举措，是探索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
展的有效途径。”昨日，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
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高璐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高质量合作共赢
打开联动发展新局面

高璐分析说，成都作出推动区（市）县
结对联动发展决策部署以来，相关区（市）
县立足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以共建结对
联动合作区为抓手构建联动发展关系，在
产业协作、招商协同、要素共保、服务共享
等领域开展积极探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和实质性进展，打开了中心城区与郊区新
城深层次协同发展、高质量合作共赢的联
动发展新局面。

顶 层 设 计 迅 速 搭 建 。 目 前 ，结 对 区
（市）县签订结对协议，制定联动合作工作
方案，编制结对联动合作区规划，并构建起
完善的结对联动工作统筹推进机制。例
如，四川天府新区与邛崃市、成都东部新区
会同双流区与简阳市、青羊区与崇州市等
结对区（市）县成功构建“领导小组+工作专
班+合资公司”的联动合作机制，金牛区与
彭州市等结对区（市）县组建了以“领导组
织机构+工作专班+专项小组”为基本架构
的结对联动组织体系，高质量推动区域联
动发展。

合作模式加速创新。结对区（市）县聚
焦共建结对联动合作区，探索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联动合作新模式。例如，青羊区与
崇州市以“研发+制造”“总部＋基地”模式
推动航空产业链跨区域布局，武侯区与金
堂县采取“总部＋”“电商＋”“飞地园区”等
方式共建淮州绿谷，成华区与蒲江县通过

“前店后厂”“双向飞地”等模式开展区域联
动发展。

合作领域逐步实现全面开花。结对区
（市）县重点以产业项目招引为突破口，逐
步向基础设施、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拓展
延伸。例如，青羊区与崇州市以结对联动
合作区为载体，在先期布局产业协作的基
础上，目前正向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城乡
融合、乡村振兴等领域纵深推进；四川天府
新区与邛崃市多次联合开展投资推介活
动，并推动两地 16 对学校（幼儿园）、6 对医
疗卫生机构结对合作。

大力推进联动结对发展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放眼全国，诸多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参
考借鉴。”高璐举例说，深圳与汕尾合力共
建深汕特别合作区，创新指标核算与财税
管理机制，将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单独统
计，明确财税管理与分成划分归属，建立

“三方共赢”利益共享长效机制，形成了“造
血式”的合作；杭州、宁波、温州等沿海城市
与衢州、丽水等西部山区的县（市、区）结成
对口协作关系，以土地指标“点对点”调剂、
专项资金支持为重点，探索创新产业、科
创、消薄、生态等“飞地”“反飞地”“双飞地”
合作模式，极大拉近“山”与“海”的距离，成
功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

她建议，成都应大力推进中心城区和
郊区新城结对联动发展，高标准编制结对
联动合作区规划，制定出台专项配套政
策，加快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和考核评估体
系，以大城市带动大郊区的方式全面提升
郊区新城功能承载。同时，鼓励结对区

（市）县因地制宜选择合作共建、飞地园
区、托管建设等结对模式，着力在空间、产
业、资源、要素、服务等更广更深层面探索
联动发展新路径，打造区域结对联动发展
标杆典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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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双湖科技园，以汇通湖、金彭湖为中心，
规划面积 8.05 平方公里。这里是金牛区与彭州
市结对联动的重点片区，由成都中医药大学与天
府中药城共建的天府中医药创新港正有序施工，
预计今年进入实验室全面内装设备阶段。

项 目 是 金 彭“CP”结 对 联 动 的 开 局“第 一
招”。如此快的进度源于金牛与彭州的天然渊
源。首先，二者地缘相近。同位于成都西北，直
线距离仅 19 公里，经成彭高速 15 分钟便可直
达。再则，双方都地处成德眉资国家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区重要位置，同时也是成德临港经济产业
带的一部分。

双方是最早达成协议的区域之一。“在结对
联动提出之前，金牛与彭州已经有过不少合作，
这次的结对，我们是熟门熟路自然而然。”金牛区
发改局规划与政策研究科相关负责人翻开一张
表格，上面记录着去年末13个金彭结对联动工作
小组推进情况。每一个项目施工进度，每一次小
组对接，联合开展的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中达成的
每一个就业意向，都清晰可见。

良好的结对联动态势，得益于双方高度匹配

极具互补的需求，更得益于“大方谈钱不伤感情”
的共识。金牛有创新缺制造，有项目缺空间。彭
州有1120亩的天府中药城综合体，聚集医药健康
企业 300 余家。金彭的结对，将携手打通中药种
植、生产、加工、贸易、研发的全链条，带动成都中
医药产业提档升级。

利益分配方面，金牛与彭州率先制定了“统
计分算”工作机制及财税利益共享（分成）机制。
细化梳理成立子公司、存量企业迁移等六类联动
方式，大致按 5：5 比例分级分类确定经济数据分
享。围绕联合招引项目、共同出资项目等六类情
况，按税收缴纳关系所在地不同，分别按 4:6、2.5:
7.5比例确定财税共享（分成）比例。

需求和利益大方聊，联动与发展同步走，更
多的合资公司已经出现在结对联动区域，解决发
展难点，向市场要效益。

青羊区与崇州市合资成立的成都青崇航空
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之初便成功解决一家卡
在落地空间适配性的链属企业招引问题，助推

“总部研发在青羊，生产转化在崇州”的产业发展
联动新格局。

不久前，深圳一家生物医药企业抵达成都展
开考察。接待企业的“东道主”，是成华区和蒲江
县的联合招商团队。此行，是成蒲“CP”结对之后
第一次携手招商，引来“凤凰”的是双方创意的

“前店后厂”模式。
作为门脸的“前店”，就是位于成华区的“总

部”。作为厂房的“后厂”，是在蒲江县的生产基
地。这样的设计，对生产用地有较高要求的深圳
生物医药企业大为赞赏，去年11月在深圳与成华
蒲江招商团队接触后，当即决定来蓉考察。同
期，一家国内物流行业链主企业也将目光投向了
成蒲，沿用的也是“前店后厂”模式。

放眼全国，不少先发区域开展的结对发展有
益探索已形成了诸多有益经验。一年时间里，江
苏苏南苏北结对帮扶合作工作机制基本建立，下
一步将充分发挥苏南领先优势和苏北后发潜能，
以资金、项目和人才的强力拉动，推动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浙江山海协
作，创新探索“多类飞地”与“反向飞地”，因地制
宜推动“山”与“海”携手共进。

反观成都“一三圈层区域结对联动发展”部
署，推动力度为史上最大，具体模式创新上也与
国内其他先发区域存在不同。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成都的做法不是单向“输血”，而是双向“造

血”，扭转了帮扶性思维。市级层面，成都围绕公
园城市示范区中的“示范区”目标定位，强化前瞻
性谋划和整体性设计，更好统筹存量挖潜与增量
提质，将合作区建设成为市域新的增长极和动力
源，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城市活力区。

半年时间过去，成都区域结对联动发展的探
索前行之路已越走越宽。从“我们要什么”到“我
们有什么、还需要什么”，从“给政策”“给优惠”到

“给平台”“给通道”，一批功能完整、结构合理、辐
射周边的示范性片区单元，正在各结对联动“CP”
间日益成形。

结对联动的“朋友圈”将越来越大。下一
步，成都将聚力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参与结
对联动合作区建设，推动合作区在产业发展、
空间形态、宜居宜业、动力活力和治理效能上
实现创新突破，辐射带动全市加快建设公园城
市示范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深度利益耦合 向市场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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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店后厂”合作招商 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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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市辖行
政区域之间，地理位置有左右，经济
发展水平有高低，特色主导产业有异
同，如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探索超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成都再行创新实践。

去年以来，成都提出推动区（市）
县结对联动发展，创新提出“一三圈
层区域结对联动发展”。半年时间过
去，区域结对联动发展联动出了怎样
的实效？连日来，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经深入采访，从三个维度为大家
进行一一呈现。

去年10月以来，多个以“结对联动”主题的工
作会，在成都频繁召开。会场上，成都多个区

（市）县，或结对，或组团，细谋划深交流，围绕合
作事宜再度展开谋划。

锦江区与都江堰市明确了文旅互动、产业共
兴、服务共享等重点合作领域，商定以都江堰世界
旅游目的地重点片区青城山子片区作为结对联动
主承载区，青城山旅游装备产业功能区南区、灌县
古城作为协同承载区。

成华区与蒲江县共同聚焦成佳郊野总部重
点片区暨成都（蒲江）国际田园生态商务区、中德
蒲江产业新城两个重点联动区域。

高新区与都江堰市重点聚焦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国企合作投资、飞地园区建设、产业基金设
立、联合协同招商等方面⋯⋯

时间回溯到2022年4月底，成都市第十四次党
代会首次提出“三个做优做强”战略，要做优做强中
心城区、做优做强城市新区、做优做强郊区新城。

在随后5月成都正式发布的《成都建设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
2025 年）》中，“三个做优做强”成为构建公园城市
形态与城市空间融合格局的顶层逻辑、行动纲领。

市辖行政区“名号”的变化，代表着城市发展
战略的持续演进，体现出成都全面贯彻党中央关
于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重要战略部
署的信心和决心。

市辖行政区中的中心城区，经济体量大，产业
配套完善，人才引聚能力突出，古老的市井、烟火气
息与现代都市的时尚气息兼备。而郊区新城，拥有

“绿水青山”的生态本底，土地储备充足，产业发展
潜力与空间巨大。

推动区（市）县结对联动，以创新共建结对
联动合作区为重点，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
分离改革，建立健全深度利益耦合机制，突出优
势互补与双向赋能。成都的谋划是，结对区

（市）县共建产业集群、共引高端要素、共办惠民
实事、共谋区域发展，推动中心城区空间拓展和
郊区新城能级提升，促进市域空间高质量均衡
协调发展。

也就是说，结对联动的关系中，中心城区与
郊区新城在合作地位上是平等的，并不是单向支
援与帮扶，是最投缘的好朋友合力做事情。这其
中有两个层面的逻辑，一是优势互补，二是优势叠
加，持续拉长板、补短板，最终实现1+1>2。

结对合力发展 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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