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丝路的发展新潜力
———从“兰洽会”看
西部开发开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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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攀 吴涛 丁乐

在广东省西部的湛江市，一座高度整合

的新型一体化生产基地即将崛地而起。这是

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迄今为止最大的投

资项目，投资总额预计达 100 亿美元，这也是

我国重化工行业的首个外商独资项目。

巴斯夫、埃克森美孚、中海油壳牌……近

期以来，这些跨国巨头纷纷落户“外资高地”

广东，用实际行动给中国营商环境投出赞成

票。

大项目、新项目纷至沓来

在第三十三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

览会上，巴斯夫公司对外发布了湛江一体化

基地最新的进度安排：工程塑料和热塑性聚

氨酯 （TPU） 生产设备将于 2022 年正式启

用。

“广东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有很多合

作伙伴在这里。”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郑大

庆说，“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巴斯夫坚定

不移发展中国市场和进行战略投资。”

巴斯夫项目只是广东近期吸收外商投资

的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大项目青睐广东。除巴斯夫

外，埃克森美孚、中海油壳牌等外资与合资巨

头也出现在广东省新增外商投资行列。今年

一季度，广东累计新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4144 个，实际吸收外资 370.6 亿元、同比增幅

达到 9.1%，其中一些项目的投资规模达到了

百亿美元。

越来越高端的项目青睐广东。位于广州

堺市增城区的超视 第 10.5 代 8K 电视项目预

计于今年 10 月实现量产。这个总投资约 610
亿元的项目，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单笔投资

规模最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今年一季度，广

东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2 倍，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更

是同比大幅增长 1.6 倍。

“事实表明，广东吸收外资不但保持稳

定，而且结构持续优化，高新科技和服务业已

经取代加工贸易，成为在粤新增外资的主

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肖鹞飞说。

“外资高地”
开启国际营商环境建设新征途

广东是当之无愧的“外资高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广东累计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总额超过 4470 亿美元。

“高处不胜寒”。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中，广东已成为直面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

“受力点”，实现外资稳定增长、质量提升的难

度越来越大，只有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才

能巩固外资企业的信心。广东自贸试验区的

外资“强磁场”作用进一步增强，今年一季度

实际利用外资增速达 22.6%，拉动全省实际外

资增长 5 个百分点。

2017 年，被称为“外资十条”的《广东省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

施》出台，2018 年，广东又推出“外资十条修订

版”,全方位提升外资营商环境。比如，外商投

资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5 个工作日以内，全

省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将货物通关时间

压缩三分之一，重奖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

区总部，最高奖励 1 亿元。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作为一家主营

医疗器械的外商独资企业，艾派(广州)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梁生虎近期正忙着筹建新

厂。他说，良好的营商环境促使他们将广州确

定为重要投资目的地，“希望未来两到三年在

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接近 1000万美元。”

来自华南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广

州已连续两年成为中国大陆 35 座城市中的

首选投资目的地。该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

说，随着更多营商环境的改革，粤港澳大湾区

的投资吸引力也在持续增强。

高质量对外开放
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

随着新一批重大外商投资项目的落地生

根，广东的经济发展格局也在发生积极变化。

优质外资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强

的支撑。依托营商环境政策发力、不断提升投

资便利化水平，大批优质外资企业落户。广东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公布的“广东外商直接投

资百强企业”名单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

装备制造、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

行业企业占据了大头，其中大量是高新技术

和知识密集型企业。

今年一季度，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均高于工业整体水平，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56.6%和

32.1%，比上年进一步提高。

洼地也在变高，广东东西两翼变成重要

发展极的步伐正在加快。长期以来，湛江等粤

西城市一直是广东吸引外资的薄弱点，但在

巴斯夫、中科炼化等大项目的带动下，这里正

在成为全球石化产业链的“香饽饽”。今年一

季度，湛江 GDP 超过 670 亿元，居广东全省第

八位。

湛江市东海岛上，一个 37 平方公里的现

代石化产业集群正从规划走向现实。湛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罗建君说，随着巴

斯夫一体化项目的落地，全球上下游企业已

经闻风而动，“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企业找上门

来谈投资，我们愁的是怎么尽快把园区配套

搞好。”

展望未来，巴斯夫湛江一体化项目还能

与同在东海岛上的宝钢湛江基地、中科炼化

项目相互联动，形成循环经济。这三大项目将

可能形成一个更大的产业集群，不仅会带动

湛江发展，也将补齐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短板，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屠国玺 王铭禹 李杰

来自巴西的商贸展台前，桑巴女郎跳起

热情奔放的舞蹈；旁边非洲加纳的展位里，鼓

手们敲击出铿锵节奏……这是记者 7 月 4 日

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的“兰洽会”主展馆里看

到的场景。

当天，第 25 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拉开帷幕，共有来自 42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

织的嘉宾及企业代表出席。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兰洽会已成功举办 24 届，成为我国

西部的品牌经贸盛会，同时也是观察西部开

发开放的窗口。

从本届兰洽会来看，在我国西部地区，文

旅产业逐渐兴起、投资潜力不断释放、对外开

放正在提速，西部开发开放正在迎来新机遇。

资本追逐“诗和远方”
丝路文旅产业渐兴起

甘肃因丝路而闻名于世。位于中国西北

内陆的甘肃，历史上就和古丝绸之路紧紧连

在一起，是许多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本

届兰洽会上，张掖、敦煌、酒泉、嘉峪关、兰州

等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推出的多个

文旅项目，成为客商投资热点。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卫中说，文

旅产业已经成为甘肃省投资发展“加速度”最

快的产业。过去 5年时间里，甘肃旅游接待人

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均保持 20%以上的增长。

这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和深化，西

部交通设施的逐步改善，丝路文旅产业在西

部地区逐渐兴起。

眼下，甘肃省丝绸之路旅游进入最旺季。

与前些年游客单纯观景不同，现在《丝路花

雨》《又见敦煌》《敦煌盛典》等取材于丝路文

化的演出也是异常火爆，将国内外的游客“引

进来”“留下来”。

一些投资者从文旅结合中看到了商机。

大企业开抢西部市场
投资潜力不断释放

“客官您好，按照屏幕操作，扫描二维码

……”在兰洽会四川展位，名叫“小贩”的智能

零售机器人灵活移动，发出清脆的语音问候。

用手机在其屏幕扫码，就可以购买他“肚子”

里的饮品。

这款机器人的生产商、成都越凡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胡松说：“我们首次参

展，就是想抢先占领西北市场。”

本届兰洽会期间，类似这样参展的科技

型企业为数不少。绿色、科技、创新，成为兰洽

会的亮点。

在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各类

项目签约总金额达 436 亿元。其中包括了大

数据和信息化、绿色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

代农业和生物医药等绿色生态产业。

中国铁塔甘肃省分公司工作人员董海滨

介绍，目前移动、电信、联通三家运营商均已

在全省多地布局 5G 试点。

一些投资商认为，近年来甘肃省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成果逐渐显现，让他们投资减

去不少后顾之忧。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辉表示，他

们关注到甘肃省实行项目审批“承诺制”、实

施“企业减负”行动和多项产业扶持奖励政

策。经过调研后，他们认为西部地区营商环境

日益优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正在凸显，市场投

资潜力不断释放。徐辉说，未来三年该企业将

在甘肃增加 6 亿多元投资，把甘肃优质农副

产品销售到更多城市。

打通“陆海新通道”
西部内陆开放提速

兰洽会的主展馆里，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特产琳琅满目：东欧的红酒、马来西

亚的咖啡、印度的毛毯、非洲的手鼓……其

中，许多产品都是通过“陆海新通道”漂洋过

海来到中国西北内陆。

“陆海新通道”是指甘肃、重庆、四川、广

西等西部省份通过铁海、铁铁、公铁联运等不

同方式，把“一带”与“一路”连接起来，形成西

北内陆和东南亚地区交通物流的便捷通道。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就是“陆海新通道”的

受益方。该陆港负责人在兰洽会期间告诉记

者，今年上半年，经由陆海新通道，他们共发

运 13 列国际货运班列，西北的矿产品、农产

品和东南亚地区的水果冰鲜产品借助这条通

道“南下北上”。

新加坡太平集运服务（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鼎声说：“这条通道促进了西部内陆甘

肃等省份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贸易。”目前该公

司已在新加坡设立专门展区，展示甘肃特色

农产品、推荐甘肃旅游线路。这家公司将在兰

州设立物流园区，作为枢纽“向西对接丝绸之

路的广阔市场”。

丝绸之路在甘肃省境内绵延 1600 多公

里。如今，甘肃已经形成面向中亚、欧洲、南

亚、东盟的四条对外开放通道，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方面的合作

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不断提速。

■ 本报记者 彭慧

在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企

业并购促进会及深圳湾·新经济商学院联合

主办，深圳湾·新经济商学院独家承办的“首

届大湾区新经济生态高峰论坛”上，招商蛇口

产业研究院院长段景伦博士首次提出：大湾

区建设是解决主城困境的有效战略，“辅城体

系”与主城的共荣发展是关键。那么深圳系、

港澳系、广佛系、珠澳系、未来系，哪些片区更

有机会？

什么是辅城体系，如何建设辅城体系？段

景伦指出，大湾区的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

核心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目

标。尤其是深圳所取得的成就引起全世界瞩

目，成为经济界和学术界的世界级热点。但

是，也应该看到，特大城市不断累积的负效应

日益突出。深圳同样气喘吁吁，面临用地空间

不足、亚健康交通、水环境污染、中小学学位

缺口等等“大城市病”问题，存在未老先衰的

风险。这个特大城市的承载力临界点在哪里，

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

在本届论坛上，段景伦首次提出了“大湾

区辅城体系”的概念。他指出，大湾区建设是

解决主城困境的有效战略，“辅城体系”与主

城的共荣发展是关键。东京湾区“一都多县”

的辅城体系就十分值得参考。母城和若干辅

城协同发展，带来诸多机会。东京在上世纪

60-70 年代就开始实施了“工业分散”的战略，

将一般的制造业迁往周边城市，这样既解决

了中心城市过于拥挤的情况，又帮助周边城

市的经济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就是在这样

的战略下形成的，横滨主要产业有石油、石

化、运输机械和钢铁生产，千叶的主要产业则

是钢铁、食品和炼油，东京则强化高端服务的

功能，“专心”担任全国政治、经济、商业、金

融、文化中心的角色。

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过程中，中小城市

的发展更快，空间大。但具体哪些地方更有机

会？段景伦提出了辅城体系的若干猜想。

一是港澳系，包括前海、南沙、横琴。前海

更多是作为香港的辅城，因为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是深港的迫切需求，既解决香港空间

资源不足的问题，又解决深圳高端服务业发

展水平不高的问题。香港企业非常有积极性，

但是往往在发展中会面临非常多的障碍，包

括资本自由进出、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下一

步如何消除障碍是前海面临的问题。南沙最

近很热，恒大投资 2000 亿做新能源汽车。经

过一个漫长的爬坡，环境已经得到很大的改

善，南沙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新的城市，能够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经济增长极。横琴

有澳门大学和海洋公园等项目入驻，这个地

方跟澳门的一体化程度会非常高，尤其是港

珠澳大桥通车后横琴片区可直接承接港澳资

源外溢，成为港澳的一个重要后花园。

二是深圳系，包括松山湖、东莞临深片

区、惠州临深片区。松山湖经过十多年的持续

发力，已经成为大湾区城市体系中的重要一

环。松山湖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枢纽，串联起

深圳、东莞、香港的多条产业链，其效力还会

继续加大。华为进驻是个里程碑，松山湖发生

了“质”的变化。其他临深片区如虎门、长安、

黄江镇、塘厦镇、凤岗镇等临深圈层，将直接

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与深圳经济产业融合度

高。从房价来讲，临深片区由于房价比深圳有

优势，承担了大量在深圳就业群体的住房问

题。惠州临深片区如陈江、淡水、澳头等都有

成为特色小城市的潜力。

三是广佛系。重点关注南海、番禺、顺德。

南番顺地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内专业镇最集中

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具有工匠精神的片区。目

前遇到产业发展中的升级困境；围绕广州、佛

山两大城市发展，辅城的核心区可能会集中

在北滘，因有碧桂园、美的两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可能会外溢幅射到乐从镇、陈村等相邻片

区，随着深中通道的开通，南番顺将承接广深

两个核心城市外溢。

四是珠澳系。核心是中山，北可承接广佛

资源外溢，东可承接深圳产业辐射，南与澳门

珠海联动，中山可分为功能完善的若干个卫

星城，中山已形成西区、石岐区、东区为核心

的城市，北部的三角镇、小榄镇、南头镇等片

区和南部的坦洲镇都有机会。

五是未来系，包括河套落马洲片区、深汕

合作区、清远近穗区等片区。河套落马洲片

区，将围绕深港科技创新合作，解决香港科学

园空间不足及香港“再工业化”问题，成为香

港科技创新领域的辅城，并通过海关监管创

新和政策支持，实现高端科研人才的集聚，打

造深港边境的“科技卫星城”。深汕合作区，是

深圳第 11 个区，依托广东省级层面支持，构

筑了特殊的体制机制，属于典型的政策驱动

型飞地。清远的近穗区，融入广佛都市区，实

现一体化发展，可能是 9+2+1 的编外成员。其

高铁枢纽洲心镇，龙塘镇、源潭镇等可能优先

发展。

段景伦强调，辅城体系成败决定大湾区

成败。大湾区建设必然是一体化和多极化发

展的过程，均好性是湾区的重要衡量指标。

辅城体系要体现多样性，千万不要千城

一面。主辅城关系，有的完全从属，有的独立，

有的半独立。辅城体系是一个以产业为纽带、

创新驱动、多方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在传统的

产业中，大湾区传统的产业各城市找到了自

身的产业定位，形成了默契，目前大湾区已形

成 300 余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它们以产

业为纽带，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经济。

湾区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以市场化为根

本动力，往往要经过临港产业、城市联动、创

新升级三个阶段，港口、城市化、创新分别是

三个阶段湾区发展的主动力。目前粤港澳大

湾区正处于由产业+城市群向创新驱动的动

力转换期。

发挥多方优势、凝聚多方合力、实现多方

共赢，多维推进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

统和空间系统协调发展。在这方面要改变政

府唱独角戏或一股独大的局面。

纽约边上有一些企业可能就带动一个城

市，未来在珠三角可能以华为带动松山湖，恒

大带动南沙片区，这种格局是非常值得关注

的。这样，核心城市的许多功能性单元就疏导

到这些新城。新城自成体系，生态治理和生活

质量大大提高，大家上班的工作质量就完全

不一样。在蛇口的同事可以步行上下班，基本

不在路上浪费时间。

靠市场力量，用产业这条纽带，打破行政

区划的壁垒，是可靠和可持续的路径。用产业

这条纽带，推动大湾区内部的再分工，推动城

市群发展走向均好。一个腾讯就可以把广州、

香港到澳门多条产业线连接起来，我们乐于

见到招商局、恒大、华润等串联起更多的产业

链，产业集群的节点最可能催生出新城市。

百亿投资连翩来
———“外资高地”广东打好国际营商环境牌

粤港澳大湾区辅城体系曝光 哪些片区更有机会？

招商蛇口产业研究院院长段景伦博士

■ 刘奕湛

6 月的冀中大地骄阳似火，正是麦收的时

节。“过去都是烧煤做饭，还没有空调，一顿饭

做下来跟进了澡堂子一样。现在煮饭炒菜都

是用电，电压也稳，比以前省事舒服多了！”说

起该县电力扶贫带来的变化，李强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近年来，国网新河县供电公司为彻底解

决贫困村低电压问题，将 17 个美丽乡村及 4
个贫困村列入建设改造计划，共计投资

202.95 万元,提高了贫困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

水平，满足了脱贫致富用电需求。

寻寨村村支书于圣彬介绍，以前由于电

压低等原因，村里的电灯就像煤油灯一样，距

离变压器远的小商户的磨面机等机器往往要

等到深夜才能使用。

“如今全村进行了电网升级改造，家家户

户安装了智能电表，家里的老旧线路都焕然

一新，房前周围也没有了杂乱无章的‘蜘蛛

网’。”于圣彬说。

该公司驻村帮扶的新河县寻寨村，一年

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网新河县供电

公司以安装路灯、改造农排变压器等方式，解

决了贫困群众夜间出行难、农业灌溉难等问

题，照亮了脱贫攻坚前行的道路。

从“电网改造亮万家”到“阳光收益惠民

生”，国网新河县供电公司一路前行。

“我们村成立了光伏合作社，定期给扶贫

户分红，这样贫困户就额外增加一笔收入，大

大增强了我们老百姓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

心。”村干部张增坡在谈及光伏电站扶贫项目

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光伏扶贫是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

式的有效途径，也是造福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的重要惠民工程。“公司因地制宜开展光伏扶

贫工作，一方面严格落实村级扶贫电站电网

接入条件，优先将光伏扶贫电网建设纳入农

村电网投资计划；另一方面该公司选派专人

定期对光伏发电设备进行隐患排查，现场解

答用户对光伏发电政策、电费结算、售后服务

等方面的疑问。”国网新河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郑广军说。

据了解，2018 年，该公司光伏扶贫项目涉

及 44 个单项工程，共建 44 个村级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 14.105 兆伏安，惠民 2015 户，完成

投资 675.08 万元，充分发挥了“一次投资、多

年收益、精准扶贫”的作用。

屋子越来越亮，生活越来越好
———国网新河县供电公司助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