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2 

Economics 

关于遂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遂宁高质量发展的对 
策和建议 
 
秦祎姍 
中共四川省遂宁市委党校 
DOI:10.32629/ej.v3i2.398 
 
[摘  要] 遂宁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中,主动作为,积极把“地理中心”转化为“功能轴心”。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中部塌

陷”“行政壁垒”“过路效应”等现实问题。遂宁要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应强化顶层谋划,增强统筹协调,需要在交通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物流配送中心、文旅融合等方面不断增强遂宁经济实力,深入推进“双城”建设,打造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副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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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祖国的西南区域画了一个“圈”。在1月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一次的提法,不同于

以往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而是用了“经济圈”的提法。遂宁,位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距离成都、重庆都在150公里左右,要紧扣“圈”的发展战略主线,抢抓历

史发展大机遇,合唱“双城记”。 

1 遂宁基本情况 

1.1“地理中心”转化为“功能轴心” 

近年来,遂宁围绕四川省委赋予的“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的

新定位,努力作为,积极把“地理中心”转化为“功能轴心”。在绿色发展

方面,成功创建“全球绿色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20

多张城市名片。在交通建设方面,已建成“1环8射”359公里高速公路大通

道和“3向7线”243公里铁路大动脉,实现东西南北四向高速连接,形成了

成遂渝高速中轴线、成渝经济区高速公路北环线和76公里绕城高速环线,

构建了至成渝及周边城市90分钟交通圈。在产业发展方面,构建了“5+2+1”

现代产业体系。在营商环境方面,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全面

降低企业成本,政务环境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1.2“联动成渝”成为战略目标 

2019年,遂宁市党政代表团先后赴重庆市潼南区、两江新区,成都高新

区、经开区、新都区,河北嘉兴、河北廊坊、雄安新区等地进行对接,务实

推进遂成渝城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合作和协同发展。近年来,第九届泛成渝

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遂宁成功举行,遂

宁市委市政府积极探讨遂宁融入成渝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主动谋

划在新的历史机遇下遂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使命。 

2 遂宁融入成渝城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中部塌陷”问题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地位的提升,多年来已逐渐形成了成都

在四川省内“一核独大”,成都和重庆在成渝经济区“双核独大”中间地

带城市却形成了“中部塌陷”。遂宁如何将“中部塌陷”转变为“中间突

围”,变为成渝经济发展主轴的轴心,占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C”位,

是目前急需要破解的首要任务。 

2.2“行政壁垒”问题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目标的提出,遂宁要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必然会存在着行政壁垒现象发生,即遂成渝各行政主体

职责边界和一体化共同目标在进行过程中产生障碍性冲突问题。例如,成

都是四川省会城市,而重庆是直辖市,行政级别高于成都市,在遂成渝一体

化发展中,就会出现各行政部门要素发展不平等、不均衡导致的障碍性问

题发生。 

2.3“过路效应”问题 

遂宁城市体量规模较小,不靠海,不沿边,是典型的内陆城市,产业

同构程度较高,营商环境有待提升,文化、旅游特色发展优势不明显,“中

国西部现代物流港”享有空名。遂宁没有发挥到洼池效应吸引资金流。

许多到遂宁的游客只是停留路过,产生的仅仅是过路效应,并没有产生

磁场效应。 

3 遂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3.1强化顶层谋划,增强统筹协调 

3.1.1主动作为,加快顶层设计。一是要积极把握中省市的战略规划和

部署,科学谋划一批有助于提升遂宁地位的重点项目和规划,力争纳入“十

四五”发展规划。二是要积极对接成都、重庆两特大城市,重点关注成渝

优势产业,主动提升成渝产业承接能力,补齐成渝传统产业弱项短板,力争

纳入成都、重庆关于成渝城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结构规划。 

3.1.2深化合作,加强统筹协调。一是要深化遂成渝合作。主动谋划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毗邻地区合作联盟,深化遂成渝三个城市全

方位合作。二是要深化川渝地区12个县(市、区)成立的“成渝轴线区(市)

县协同发展联盟”的合作,以及遂宁、泸州、广安等6地建立的“成渝城

市群一体化发展毗邻地区合作联盟”的合作。三是要统筹协调城市合作

间的经验交流、问题研究、利益协调、项目对接等工作,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服务,构建融合平台,打造示范新区等增强遂宁发展的整体效能和

核心竞争力。 

3.1.3破除行政壁垒,树立一体化理念。一是要创新机制,破解跨省际

区域、直辖市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和机制障碍。可通过行政区划调

整,用行政手段破除行政分割,扩大遂宁城市的行政治理范围,扩大资源要

素配置范围,使城区借助行政和市场力量促进资源要素集中,增强集聚能

力。二是树立一体化理念,在不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情况下,可通过在两

个城市相邻区域,以全部代管、部分功能托管等方式,建立一个区域性中心,

例如,遂潼一体化发展,即“不改变行政隶属,但又能打破行政边界”的功

能效应,能避免实际合作中产生的行政机制障碍。 

3.2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打造成渝区域增长极的副增长极 

3.2.1推动成遂渝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是要借鉴河北嘉兴、河北廊

坊、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打造遂宁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流动聚

合的重要节点,加快推进遂宁至德阳、南充经遂宁至潼南、三台经大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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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成南高速扩容、遂渝高速扩容等高速公路建设,形成“1环9射2纵2

扩”高速路网新格局。二是加快建设成达万高铁,打通出川东进北上高铁

大通道,加快推进绵遂内铁路、遂渝城际铁路及遂广城际铁路前期工作,

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际高铁网。三是加快推进安居民用机场建设,

加快推进涪江复航提标升级,补起航空、水运短板。四是要结合安居机场、

船山老池港和成遂南达万、绵遂内城际及遂渝城际等3条高铁站点布局,

打造综合客货运枢纽,推进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五是要大力推进“遂

州通”与“成都天府通”和“重庆宜居畅通卡”互联互通,提高运输服务

水平。 

3.2.2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一是要聚焦成渝城区双城经济圈的主

导产业,坚持以“产业融合”作为融入双城经济圈的先导,主动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锂电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对接,

深度研究制定一批适合遂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产业,制定个

性化招商方案,高效引进一批支撑性的引领性项目,将遂宁打造成为产业

高地。二是要依托特色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通过产业链招商,吸引同类产

业的上中下游企业聚集,形成大型产业集群。三是要重视配套产业辅导、

产业链延伸、下游产业企业孵化和税源培育,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产业。四是要重视休闲、康养、会展等产业的发展,促进文旅产业高度融

合。五是要对现有的化工、食品、纺织、机械等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发展

遂宁特色新兴产业。 

3.2.3建设物流配送中心。一是要着力畅通物流通道,搭建物流信息平

台,减少车辆返空和降低仓储配送成本。二是要扩大成渝城市间的合作,

加强遂宁与内江和渝西相邻城市间的合作,共同打造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物流配送中心。三是要大力建设对物流依赖大的行业的各类型仓储,

以“物流聚产业,产业聚人口,人口助经济”建设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 

3.2.4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一是要积极学习成都、重庆在科技创新的

先进经验,科学谋划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国家级新区为载体的核心,建

设“西部科学城”。二是聚焦成渝城区双城经济圈重点科技领域和关键科

技技术,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形成遂成渝科技创新共享模式,强化科研

成果转化,力争发挥科技创新的 大联盟。三是要在引高校、聚人才、搭

建科技创新平台、培育新型创新企业等方面上重点发力,共建一批以企业

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联盟。 

3.3深入推进“双城”建设,推进遂成渝文旅融合发展 

3.3.1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后花园”。一是要利用绿色生态宜居

优势,在种植、养殖、休闲等方面打造成渝地区生态优质休闲家园。二是

要利用宜居、康养等产业打造成渝地区“后花园”,让其成为成渝两大城

市人群周末、节假日休闲旅游的首选地。三是要利用90分钟经济圈弥补大

城市交通堵塞、人口流动量大等短板,让遂宁“大而美、富而强、优而雅”

的优势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后花园”。 

3.3.2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美夜色”。一是要做亮“成渝 美

夜色”的月亮经济名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中建设“绿色经济强

市”和“文化旅游名城”的“灯塔”,吸引成渝地区近1亿人口的关注支持

和国内外游人的目光。二是要发挥“灯塔效应”,吸引精英人才积极回遂

投资兴业,将遂宁打造成为一块有志者们的创新创业、施展才华的理想之

地。同时要引导返乡农民工尝试回乡创业,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施振

兴乡村战略探出一条新路。 

3.3.3整合遂成渝文旅资源,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强遂成渝三

地的文化旅游市场合作,整合文旅资源,推出一系列涵盖辐射遂成渝地区

的精品旅游路线,例如,可设计：“红色+绿色+彩色”的研学、休闲等旅游

路线,构建遂成渝休闲旅游大道。二是要构建安全便利的旅游网络平台,

让外来游客来可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开心畅游遂成渝。三是要鼓励旅游协

会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引导旅行社、文旅传媒企业、星级饭店、景区景点

等加强业务往来,建立客源推荐网络,互推客源市场,让遂成渝文旅深广度

融合,高质量发展遂宁实力,推动遂宁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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