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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聚焦四川。

自重庆直辖以来，四川“双核发展”变为“单极引领”，成都凭

借其省会地位、区位优势、人才资源和新兴产业优势，形成“一城独

大”局面与虹吸效应，成都经济总量超过省内第二名7倍多。区域发

展严重失衡，已经成为四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由经

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最大障碍。

2013年春，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三次全会在成都隆重召开，向全川

人民发出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

和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三大战略”，着力构建竞相跨越发展奔小康的

新格局，为四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号令。

登高望远，方能谋定全局；运筹帷幄，方能亮剑制胜。

站在历史发展的全新方位，省委、省政府出手不凡，绘制出一张

指向明确的发展蓝图。

纵观巴蜀大地，具备跃居第二增长极潜力的经济区，当属宜宾、

泸州、自贡、内江四市构成的川南经济区。

潜力，缘自多重优势。

从区位优势看，川南经济区既承接成渝，也辐射云贵北部，堪称

成渝经济区脊梁，是四川南向开放、联系南贵昆和泛珠三角、进入东

南亚的重要门户，是四川通江达海的主要经济走廊。

从产业资源看，川南经济区地处攀西——六盘水战略资源富集

区，煤炭、水能、页岩气、硫、磷、盐卤等资源富集配套，有能源、

化工、装备制造、饮料食品等优势产业，拥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4

序 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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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开发区，旅游文化资源享誉世界，有两个世界地质公园。

从交通条件看，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泸州拥有四川省内最深的港口和最大的码头，内江

是省内第一个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地级市，川南经济区内铁路、高速公路相互连接，坐拥长江黄

金水道，机场、港口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完备。

从协作基础看，川南经济区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通，最短距离不过半小时车程，是

“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区”，在食品饮料、能源化工、现代制造业、临港经济和旅游业有着很好

的协作基础和条件，产业互补性强，经济依存度高，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

从发展态势看，川南经济区作为四川的老工业基地， 到2012年GDP已经达到4404亿元，占全

省五分之一；工业化率达56.7%，远远超过成都城市群的43.8%，经济发展增速居全省五大经济区

之首。

“加快川南经济区发展，建设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中国白酒金三角’

核心区，发展临港经济和通道经济，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到2017年建成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

的新兴增长极。”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为川南经济区量身定制目标任务。

目标宏大而具体，思路明确而清晰。

然而，要在短短五年内实现GDP翻一番多，任务艰巨，挑战空前。

“百舸争流，唯有乘风破浪，方能全盘胜出。”

面对省委、省政府的深切期待，川南经济区各市州全域而动——

新决策隆重出台。踏访调研，集思广益。他们真研究、深思考，结合实际提出全面跨越、各

自崛起的迸发之策。

新项目落地生花。深挖资源，广辟优势。他们赴沿海、出国门，因地制宜推出内容众多、质

量上乘的发展项目。

新举措紧锣密鼓。落实责任，建章立制。他们集民意、汇民智，梳理细化各项加快推进、全

面赶超的保障举措。

这本文集，正是川南经济区实施多点多极战略的宏观谋略之集成。这里，有各级决策层把握

形势的深谋远虑，有专家学者立足跨越的真知灼见，也有企业老总原地起跳的雄心壮志，其卓越

的远见、思想的深度、谋略的务实，已经成为省委、省政府制定川南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区域政策

的重要参考，成为各路资本投资川南的鲜明指南。相信这本文集的结集出版，对于社会各界认知

川南、关注川南、投资川南、提升川南，都将有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不久的将来，川南必将

以四川发展厚积而薄发强劲一极的姿态，以其耀眼的光芒和绚丽的色彩，成为世界注目的新星！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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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雄起！
—— 川南打造超万亿新兴增长极综述

 “四川要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四川区

域发展极度不平衡问题，实施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形成竞相跨越新格局。”

站在历史新的发展高度，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一针见血指出，四川要实现全面崛起，必须打破

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单极”成都的尴尬局面。

从此，“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成为巴蜀大地的热词。

鼙鼓动地，谁当先锋？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川南。

川南经济区，包括宜宾、泸州、自贡、内江四市，总面积35289平方公里，人口约1800万。

2012年，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

然而，要成为四川经济强势崛起的第二极，靠现有的实力远远不够。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

面对全新的发展形势，川南经济区果敢扛起“率先”之旗。

川南，要在巴蜀大地书写新的精彩！

五年超万亿！川南明白，这绝不只是对经济增速和总量的衡量，而是一

次综合实力的全面提速。率先崛起，川南迎难而上！

打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川南经济区，地处成渝经济区中间地带，恰似国家战略布局的脊

梁骨，支撑起整个经济区的腰身。它也像哑铃中间的连杆，连接成都、重庆这两大经济体。

视野再放开，人们惊奇地发现：川南成为四川通江达海南向开放的门户，紧联南贵昆和泛珠

三角、东南亚，是名副其实的四川南大门。

区位优势，无可替代。

川南打造超万亿新兴增长极综述
川南，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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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经济区崛起第二极，符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更符合四川多点多级支撑战略实

施的省情基础 ——

从产业资源看，川南经济区地处攀西—— 六盘水战略资源富集区，煤炭、水能、页岩气、

硫、磷、盐卤等资源富集配套，有能源、化工、装备制造、饮料食品等优势产业，拥有两个国家

级开发区和4个省级开发区，旅游文化资源享誉世界，有两个世界地质公园。

从交通条件看，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泸州拥有四川省内最深的港口和最大的码头，内江

是省内第一个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地级市，川南经济区内铁路、高速公路相互连接，坐拥长江黄

金水道，机场、港口配套，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备。

从发展态势看，川南经济区作为四川的老工业基地， 到2012年GDP已经达到4404亿元，占全

省五分之一；工业化率达56.7%，远远超过成都城市群的43.8%，经济发展增速居于全省五大经济

区之首。

更为重要的是，在四川，川南经济区是最成熟的能够一体化发展、充分协作配套的“经济

区”。

这些，都是川南形成“第二极”最实际的底本。

综合考量，省委、省政府锁定此极崛起的终极目标：利用五年时间，使川南经济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在2013年基础上翻一番，力超万亿。

目标锁定，路径为要。川南经济区主动融入新战略，立足现实寻新路。

全面跨越，川南快马加鞭！

2013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就率队亲往自贡市、宜宾

市、泸州市、内江市。

川南崛起，成为新兴“第二极”，省委领导将调研的主题锁定在多点多极战略的深入实施

上。

翔实的调研，深入的讨论，一条符合川南实际的崛起路径，逐渐明晰。

—— 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强市、产业兴市。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实现老工业基地发展振兴。

——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川南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统筹做好规划编制、产业联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着力优化城镇体系；协调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增强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更好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同步推进农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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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

—— 充分发挥毗邻长江水系和联结川滇黔渝的区位优势，加快推进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

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

—— 主动接受成都、重庆“双核”经济辐射，围绕优势产业招大引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区域合作上取得更大突破。

—— 精简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区域发展竞争

力和吸引力。

“希望川南四市坚持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之路，抢抓机遇，找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深

化交流合作，在全省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着力次级突破的生动实践中主动作为、走在前

列，为加快打造全省新兴增长极做出更大贡献。”

省委领导的话语，字字珠玑，语重心长。

“绝不辜负省委的重托，川南将尽全力，书写辉煌！”

一场“第二极”新兴崛起的战幕，在川南全面拉开⋯⋯

宏伟规划，落地为要。崛起四川“第二极”，唯有行动见成效。奔向目

标，川南攻坚克难！ 

2013年8月21日，一个好消息在川南片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热传 —— 串联内江、自贡、宜

宾、泸州的川南城际铁路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川南四市有望在2020年携手迈入高铁时代，任

何两市之间的通达都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交通的便利，让四市同城化发展成为可能。

事实上，推动川南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已经写入了2013年的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在省级层

面，一体化规划正在加紧制定，常态化的议事协调机构加速运转，《川南经济区商务发展与合作

框架协议》已经先行，川南旅游联盟年会已经连开三届，一体化的城市晚报早已经成为四个城市

市民的文化大餐......

与此同时，四市锁定“崛起第二极”这一目标，纷纷亮出“撒手锏”—— 

宜宾气势如虹，布局“三步棋”。第一步，在川南城市群率先崛起，2017年GDP超过2000亿

元。第二步，先于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8年GDP超过2800亿元。第三步，到2020年GDP超

过3700亿元。

泸州亮剑领航，锁定提前量。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投资拉动、开放合作、县域经济和民

川南打造超万亿新兴增长极综述
川南，雄起！



四 川 崛 起 的 新 兴 增 长 极
SICHUAN JUEQI DE XINXING ZENGZHANGJI 

004

生事业发展等六大方面来突破，力争四年内进入“2000亿元俱乐部”，引领川南经济区发展。

内江全面跟进，力挺“三个翻番”。重点抓新区、新城、新镇、新村和新兴产业的“五新建

设”，全力以赴抓好县区振兴，到2017年，五个区县都同步实现“三个翻番”；

自贡尖兵突进，积蓄后发之势。以工业化主导做大经济总量，以城镇为依托做优发展载体，

以发展县域经济为支撑做实底部基础，以改革为动力统筹城乡发展，到2017年全市GDP要突破

1800亿元⋯⋯

负重前行，不会一帆风顺。

高位崛起，自当拼搏创新。

崛起第二极，川南已出发。他们，要在四川发展的宏图大业中一显身手，在巴蜀大地上演一

场与理念碰撞、与时间赛跑、与跃升接力的华美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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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威助川南

打造第四航运中心，四川准备好了吗

 —— 把宜宾建设成为长江流域第四个航运中心的建议 ⋯⋯⋯⋯⋯⋯⋯⋯⋯⋯⋯⋯⋯⋯ 172

打造“天府首港”，助推川南经济区建设  ⋯⋯⋯⋯⋯⋯⋯⋯⋯⋯⋯⋯⋯⋯⋯⋯⋯⋯⋯⋯ 175

以大融合实现大跨越——打造川南经济融合发展新格局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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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加速推进川南城市群发展⋯⋯⋯⋯⋯⋯⋯⋯⋯⋯⋯⋯⋯⋯⋯⋯⋯⋯ 191

第四部分　星耀川南

内江产业园区⋯⋯⋯⋯⋯⋯⋯⋯⋯⋯⋯⋯⋯⋯⋯⋯⋯⋯⋯⋯⋯⋯⋯⋯⋯⋯⋯⋯⋯⋯⋯⋯⋯ 196

自贡产业园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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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产业园区⋯⋯⋯⋯⋯⋯⋯⋯⋯⋯⋯⋯⋯⋯⋯⋯⋯⋯⋯⋯⋯⋯⋯⋯⋯⋯⋯⋯⋯⋯⋯⋯⋯ 215

一串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有意味深长的记忆。

当方向已然锁准，所有的努力都将瞄准目标，成为前行不可或缺的动力。

川南崛起，专家奉献心智。

一抹绚丽多姿的彩霞，都有五彩缤纷的绽放。

当绽放已成必然，所有的活力都将竞相喷涌，成为爆发不可或缺的能量。

川南崛起，产业园区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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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舞 川 南
第一部分

一曲雄浑激昂的交响，都有激情跃动的旋律。当

灵魂已然确定，所有的音符都将围绕中心，成为交响

不可或缺的组成。

川南崛起，四市舞动大旗。

第 一 部 分

旗舞川南

CHUANNAN  SICHUAN JUEQI DE XINXING ZENGZHANG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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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

机械制造 冶金建材 食品饮料 医药化工 电力能源

◎产业规划 

现代服务业         打造成渝经济区商贸物流中心

冶金建材产业     打造中国西部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节能环保产业     打造中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电力能源产业     打造中国循环流化床电站节能环保示范基地

机械汽配产业     打造中国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制造基地

电子信息产业     打造成渝经济区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

内江市特色产业和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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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舞 川 南
第一部分

内江位于川南与渝西的结合部，西部两大中心城市成都、重庆的中点，是中国第三大人口密

集区、中西部最大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中心，是川南城市群与川北城市群的联系纽带，是成都、

重庆联系东盟的最快、最近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成渝之心，巴蜀要冲”。

内江面积5386平方公里，辖三县二区，总人口430万，城区面积45平方公里，人口55万。迄

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曾以盛产蔗糖、蜜饯著称于世，雅称“甜城”。

内江是中国西部如诗如画、如梦如歌的巴山蜀水，弯窿地质地貌险峻奇特，深山古寨风情迷

人，田园风光淡雅悠然；千里沱江蜿蜒秀丽，“九曲十一湾”风姿婀娜，诗仙李白在此留下“青

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千古佳句。

内江是中国西部文武兼修、才俊辈出的历史名城。“书画之乡”、“文化之乡”之誉闻名中

外，是孔子之师苌弘、国画大师张大千、新闻巨子范长江的故里，涌现了四川第一名状元唐代的

范崇凯、四川最后一名状元清代骆成骧等文人墨客；佛教圣物“木棉袈裟”在此化为“悬疑”，

“峨眉派”武术“罗泉盘破门”雄霸全川；辛亥革命先驱黄复生、民国大将军喻培伦等彪炳史

册。

内江是中国西部产业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新城，是中国西部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中国西部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中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中国循环流化床电站节能环

保示范基地、中国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制造基地、中国西部电子信息产业配置基地和成渝经济

区商贸物流中心。

内江市基本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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