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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研究系列

VII. 四川與香港

前言

素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四川，最為人們熟知的莫過於其
秀麗山河和麻辣食品。然而從經濟角度看，四川的工農業生產
在中國經濟建設中同樣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四川地處中國西
南（圖一），位於長江上游，既有高原盆地，也有河流山谷，
地貌形態的複雜性在世界也極為罕見。高原環繞的四川盆地氣
候溫和、土壤肥沃，非常適合耕種，加之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
的地區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複
雜地形所帶來的相對封閉性雖然對農業生產起正面作用，但對
川人的對外信息與物質交流則只有百害而無一利。「蜀道難，
難於上青天」，李白的千古絕唱「蜀道難」一語道破當地道路
的險峻。正因如此，交通建設一直是四川長期面對的難題。由
於交通限制，四川工業發展也相對落後。鑒於複雜地形帶來的
隱蔽性，四川在1949年以後被建設為中國重要的軍事基地，由
此帶動的重型機械設備行業是目前四川工業的主力。

隨著社會的進步，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已遭淘汰，取而
代之的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前提下進行的產業分工，各地區發
揮自身優勢，共享資源與市場。在如此新經濟模式下，交通的
便利與否直接影響一個地區發展速度的快慢。四川要想在中國
的經濟騰飛中分得一杯羹，就必須先解決交通問題，只有道路
通暢了，原料才能進來，產品才能出去。雖然「蜀道難」自古
就被世人所誦唱，為交通問題所困擾的卻決不僅僅只有四川。
與東南沿海相比，西部既沒有靠海運輸的優勢，又被高原大山
所阻隔，形成整體經濟發展大大落後的局面，並不令人意外。
針對這種情況，2000年國家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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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通過政府優惠政策和資源調配，加速中國西部地區發展步
伐，增強地區競爭力。西部大開發工程除了加大對基礎設施建
設的資金投入，還包括給予優惠政策、擴大外商投資領域和投
資人力資源共四方面的政策，從而為西部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Yeung and Shen, 2004）。在西部大開發國策和當地政府的共
同努力下，近年，四川交通基礎設施有了明顯改善，不僅吸引
國內外大量資金的進入，更有國外的跨國公司和東部地區企業
大舉西遷，使四川連續多年實現高速度經濟增長。

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的簽訂使四川具有西部重點省份與泛珠三角區域成
員的「雙重身分」。珠三角目前是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區域之
一，加入泛珠大家庭不僅使四川學習到先進的發展經驗，更
重要是能够參與其中。對香港來說，四川豐富的資源優勢意
味著龐大的商機；眾多的人口與內需則意味著更廣闊的市場 
（Yeung and Shen, 2008）。

2001至2005年的「十五」四川表現突出（表一）。在四
川的「十一五」規劃中，明確表明希望能繼續「十五」期間的
快速經濟增長。除了繼續加大對鐵路、公路等運輸基礎設施的
投入，在產業方面，則繼續增加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
重，增加研究和開發投入，爭取形成一批有自主創新能力和國
際競爭力的行業與企業。重點發展的支柱產業包括電子信息、
水電、機械冶金、醫藥化工、食品飲料及旅遊等。生活環境方
面，加快城鎮化步伐，經濟進步與可持續發展要同步進行。降
低生產能耗，減廢減排，提高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率，進一
步提高空氣素質。繼續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教育質量、完善公
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歸結起來，「十一五」期間的重點任
務包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施工業強省戰略，全面發展
服務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構建生態四
川，實施科教興川和人才強省戰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構
建和諧四川（四川省人民政府, 2006b; 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 
2006b）。

本文將就以下幾個關注點展開討論：（一）對四川支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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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四川在「十五」（2001-2005）期間取得的經濟成就

綜合：

地方生產總值（GDP）由4,293.49億元增加至7,385.11億元；年均增長
11.2%。

人均GDP由5,376元增加至9,060元；年均增長10.6%。

三次產業結構由22.2：39.7：38.1調整為20.1：41.5：38.4；工業比重明
顯增加。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由1,573.80億元上升至3,477.68億元；年均增長
19.9%。

農業：

2005年，糧食總產量3,409.2萬噸，肉類總產量955.87萬噸，其中豬肉
出口量居全國第一。

從2005年1月1日起，提前一年停止徵收農業稅及附加稅。

全國第一條區域性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開通。

糧食播種面積扭轉連續五年下降局面。

工業：

2005年，工業對GDP增長貢獻率為53%。

銷售收入過億元企業達685戶，比「十五」初期翻了一番。

攀鋼成為全省首家中國前100強企業。

旅遊：

2005年，旅遊總收入達721.3億元；年均增長22.8%。

以旅遊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全國從第12位升至第10位，對經
濟增長的貢獻率達38.1%。

基礎設施建設：

新增鐵路營運里程288公里；新增高速公路759公里；完成成都雙流國
際機場擴建工程。

九寨溝黃龍機場、攀枝花機場建成。

電力總裝機新增600萬千瓦，達2,300萬千瓦，年均增長6.1%；其中水
電裝機容量1,499萬千瓦。

2002年5月，四川沿洪溝500千伏輸電通道輸送電至上海，打通了西部
大開發四大標誌性工程之一 — 「西電東送」的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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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進行深度分析，剖析其制約因素和應注意的問題，及指出香
港商機所在；（二）四川城市群的構建和初步形成，與四川參
與區域經濟合作現狀；（三）與香港的聯繫和未來兩地合作前
景。

四川經濟與支柱產業發展現狀及規劃

2007年，四川GDP達到10,505.3億元，首次加入「萬億元省
份」行列。與2006年相比，四川GDP增長14.2%，創改革開放
30年來最大增幅。其中，農業增加值2,092.1億元，增長4.4%。
工業增長加快，經濟效益綜合指數206.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為55.1%。而股份制工業展現活力，表明對工業企業的股份制
改革是四川工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第三產業增長穩定，實現
增加值3,817.7億元，同比增長13%。旅遊業收入更破千億元，
增長24.3%，達1,217.3億元，佔第三產業總收入近三分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8a）。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
勢。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區域經濟尚未完全形成，誰能利用

表一：四川在「十五」（2001-2005）期間取得的經濟成就（續） 

人民生活：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5,894元上升至8,386元，年均增長
7.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2,803元，年均增長8%。

初中毛入學率激增至104.4%；高中毛入學率50%。

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由2000年的24.2平方米增加至28.9平方米。

移動電話從2000年的263萬門增加到2004年的1,514.6萬門，平均每六人
就有一部移動電話。

森林覆蓋率由2000年的24.2%提高到29.0%。 

資料來源： 四川省人民政府（2006a, 2006b, 2007）；四川省統計局 
（2002, 2006）；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2006d）；國家
統計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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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優勢搶先成為區域樞紐與交流平台，誰就更有機會成為區
域核心，從而擁有更多的發展資源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
未來競爭中更具優勢。四川目前是西部人口最多、經濟總量最
大、科技實力最強、城市最密集的省份。加之它是連接華南與
華中、西南與西北，以及中亞與東南亞的重要交通走廊，是西
部商品和要素的重要集散地，完全具有建設為西部經濟中心的
基礎和潛力。鑒於此，2008年初四川確立了以「建設輻射西
部、面向全國、融入世界的西部經濟發展高地」的戰略目標。
在此定位上，發展重心將是把四川打造為「一樞紐、三中心、
四基地」，即貫通南北、連接東西、通江達海的西部綜合交通
樞紐；西部物流中心、商貿中心和金融中心；重要戰略資源開
發基地、現代加工製造業基地、科技創新產業化基地和農產品
深加工基地。

以下我們將針對四川的主要產業進行分析，除了指出現
狀與未來發展目標，更重要的是明確制約發展的因素。有挑戰
的地方才有機遇。對香港商界來說，不足就說明需要改進，就
意味著商機。如果缺少的是硬件，可以考慮投資相關機械、設
備、工具生產；如果缺少的是人才，則可引進香港同業專職人
才，組織教育與培訓；如果缺少的是資金，除了考慮直接投
資，還可通過投資金融機構，間接參與融資過程。

交通運輸與其他基礎設施建設

四川身處西部腹地，地跨青藏高原、橫斷山脈、雲貴高
原、四川盆地等地貌形態，整個省份地勢西高東低。四川盆地
是中國四大盆地之一，盆地底部有成都平原和眉山–峨眉平原；
盆地邊緣以山地為主；川西南山地區為中山峽谷，屬青藏高原
東部橫斷山系中段；川西北高原地區為青藏高原和橫斷山脈一
部分，海拔高度4,000至4,500米。四川獨特的地勢是當地對外交
流不便的決定因素。

長期以來，交通隔絕與對外聯繫不便成為制約四川經濟發
展的瓶頸。鐵路網稀疏，路網質量差，通過能力低，很多鐵路
線都是單線狀態，成渝、川黔、襄渝三條線加起來不如一條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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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線路的運輸能力。正因為如此，進出四川的主要道路長年超
負荷運作。交通運輸難題，特別在國家制訂西部大開發戰略目
標時顯得更為突出，對鐵路的需求愈高，制約就愈明顯。針對
這一問題，2008年初，四川與鐵道部簽署紀要，將在四川建設
成都至甘肅哈達鋪和蘭州、成都至貴陽、成都至江油延伸至西
安、成渝城際、川藏等六條鐵路，總里程約4,900公里，總投
資額約3,100億元（四川在線, 2008）。未來，以成都為中心的
鐵路將從目前的四條增加到15條，成輻射狀形成多小時經濟圈 
（表二）。

鐵路修建的過程本身就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用於六條
新鐵路的3,100億元投資對當地經濟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它
不僅在稅收、材料供應、運輸、勞務收入等方面為四川帶來巨
大直接與間接經濟收益，同時也為當地勞務市場提供大量就業
機會。建成後的鐵路將大大緩解交通不便帶來的制約，經濟發
展也將步入良性軌道。出入川道路順暢後，必然帶動沿線各地
的商業、運輸業、房地產業的開發與增值，促進城鄉一體化過
程。

四川的長遠目標是把四川打造成西部涵蓋鐵路、高速公
路、內河港口、國際機場和信息網絡的綜合交通樞紐。「十一
五」目標之一就是打造三大通道：（一）建設蘭渝鐵路、襄渝
複線和達州–鐵匠埡高速公路，配合已有的寶成鐵路和108國道
的北通道；（二）建設達成鐵路複線、鄰水–墊江高速公路和嘉

表二：以成都為中心1小時、2小時、4小時、8小時經濟圈

車程 涵蓋城市

1小時 到達綿陽、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等省內主要城市

2小時 到達盆地周邊的廣元、宜賓、達州、巴中等地

4小時 與周邊省會城市，如貴陽、蘭州、昆明、武漢、西安等對接

8小時 四川的人、財、物與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自由流動

資料來源：四川省人民政府（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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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江渠化「水上高速路」，配合已有的成渝鐵路、成渝高速公
路、達萬鐵路和成南高速公路的東通道；和（三）建設成昆鐵
路複線、雅安–攀枝花–田房和宜賓–水富高速公路，配合已有的
內昆鐵路的南通道（四川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07）。

到2007年底，四川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已達1,909公里。預計
到2030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將翻兩倍多，達6,900公里，
待規劃中的20條高速公路全部通車後，可覆蓋全省約92%的人
口與93%的GDP產出地。計劃在2008年動工建設的高速公路
共九條，包括納溪–貴州界、廣元–甘肅界、宜賓–重慶界、廣
元–南充、內江–遂寧、成什綿、綿陽–遂寧、達州–陜西界、邛
崍–名山。除此之外，還將投資170多億元開發岷江航電綜合工
程。隨著成都雙流國際機場的建成，樂山機場、馬爾康機場、
稻城亞丁機場、川南機場的工程都將在未來幾年陸續開展（四
川省人民政府, 2008a, 2008b）。

為建立一個涵蓋公路、鐵路、民航、水運等的綜合交通運
輸體系，四川在「十一五」期間總投資將達1,000億元。另外還
將投資800億元於電源點建設、200億元於電網建設。在城市基
礎設施建設上，「十一五」期間將投資1,500億元，建成「一超
（成都）、三特（綿陽、南充、宜賓）、九大、十六中、五十
小」的城市網絡體系，爭取城市化率達到40%（泛珠三角合作
信息網, 2005b）。

農業

四川是農業大省，地理環境優越，自然條件好，在全國有
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年來，四川加快農業建設，增加農業基礎
設施建設，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信息化步伐。2007年，四川
投入近600億元用於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民生活生產條件，
比2006年增加近40%。新建和改建通鄉通村公路達三萬公里。
2008年初，全省農村家庭擁有固定電話達500萬戶、寬帶用戶
達20多萬戶，電信營業網點共5,000多個，寬帶網絡覆蓋全省
80%以上的鄉鎮（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8b）。
四川省政府一方面增加投入、促進農業生產；另一方面鼓勵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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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行現代種植業，幫助農民脫貧致富。2007年，四川在遭
受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農民人均純收入仍達3,540多元，
增長18%，增收額是改革30年以來最多的一年。全省糧食總
量達690億斤，增產40億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8a）。

四川近年在農業方面的成就不可否認，然而由於人口眾
多，基礎差，要想突破制約進一步發展四川農業、在「十一
五」期間步上新台階，必須集中精力改善以下方面：

一、繼續增加農業投入。雖然近幾年農業支出一直增加，
但佔財政總支出比例仍然偏低。不少貧困地區財政仍過度依
靠國家和省級投入。要解決資金問題，首先要改善農村金融體
制，提高農村信用社的借貸能力，從而滿足農民與農企的貸款
需要。

二、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提高農業機械化、信息化水平。
四川十年九旱，省內大中型水庫雖然運作正常，很多小型、微
型水利設施卻年久失修，蓄水能力、灌溉能力不佳。目前農業
機械化與信息化水平與現代農業要求相差甚遠。2006年，機耕
面積僅佔全省耕地面積的29%；機播面積佔5.3%；機收面積佔
12.7%（《四川省情》, 2007:29）。

三、加大農業科技應用與推廣力度。農業科技力量不足，
科技研究與科技的推廣、應用仍有很大差距。「十五」四川農
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5.5%，比「九五」提高13.7%；與發達國
家相比，則仍然落後20%至30%（《四川省情》, 2007:29）。

四、完善農業產業體系、改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現代農
業應為「生產、加工、運輸、銷售」一條龍。四川農業仍停留
在生產階段，「包裝、儲藏、營運」等後續環節則十分薄弱。

五、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目前中國農業市場還沒有完整的
流通體系，糧、棉、油等大宗農產品的收購和銷售，還沒有按
照市場體制運作。這樣既阻礙了公平競爭，又使產品與服務市
場不能很好的結合起來。農村法制也有待健全。

六、培養農業人才。農村人才匱乏是四川、乃至全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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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面臨的難題。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他們的再教育與培
訓又受到科技人員不足的限制。另外，大量年輕農村勞動力轉
出農村、農業，也是當地必須面對的問題。

水電能源

隨著四川的經濟快速增長，當地能源建設滯後，能源供
應不足的問題愈來愈突出。近年，四川能源生產總量落後於經
濟增長幅度，直接導致油品價格飈升，電力供應緊張。能源供
給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供過於求轉變為當前的供不應求，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能源生產結構不合理、消費結構不合理
和使用結構不合理等三個「不合理」造成。長期以來，四川能
源還是以高污染的煤炭為主，優質能源開發一直不盡如人意。
四川的水能、天然氣能源儲量豐富，水電和天然氣生產卻僅佔
全省能源總量的10%與20%左右。相反，煤炭資源不到全省資
源總量的21%，產量卻達全省能源總量60%以上，儲採比例大
大高於全國水平。長期過度依賴傳統能源對環境也造成很大影
響，四川很多地方都出現酸雨及空氣素質嚴重惡化情況。能源
使用效率低、損耗浪費嚴重又是另一個問題。四川的能耗水
平比全國高出近20%，與發達國家相比則差距更大（中國網, 
2004）。

隨著四川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電力
的需求將愈來愈大。現有的電力系統早已超負荷運作，加之國
際油價居高不下和本地煤炭儲量有限，尋找新能源迫在眉睫。
地處青藏高原與長江中游平原的四川，地表水流量佔長江總流
量的三分之一，而且河流流經山區，落差大，水能儲量居全國
第一。從環保角度分析，燃燒煤、油發電嚴重污染環境，產生
的廢渣、粉塵和二氧化碳給地球和人民生活帶來諸多危害。而
水力發電無廢氣、廢渣、廢水和二氧化碳，是目前最適合大規
模開採利用的清潔能源。對於四川這樣一個水多，煤、油卻嚴
重不足的省份來說，發展水能是必然選擇。四川水能資源分布
十分集中，80%集中在位於川西的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三
大江河，開發條件優越。要想最大程度的利用四川得天獨厚的



「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VII. 四川與香港    11

水資源，首先必須瞭解目前水電開發所存在的問題：（一）開
發利用率低：相比全國21%的開發利用率，四川僅為10.6%左
右；（二）水電站規模不大：到2004年底，全省共有水電站
400多座，大型電站僅有五座；（三）電站調節性能差：僅大橋
電站具備年調節能力，其餘70%的電站調節能力極差或者沒有
調節能力；（四）資源開發不足：在建電站項目總裝機容量僅
佔資源總量的5%多（劉建明、馬光文, 2006:58-59）。

「十五」規劃也明確提出「大力開發水電」的方針。到
2010年底，全省新增水電裝機容量力爭達1,500萬千瓦，總容量
達3,000萬千瓦左右，川電對外輸送能力達600萬千瓦。目前正
在建設的特大電站有瀑布溝、溪洛渡、向家壩、錦屏二期等。
預計到2020年，全省水電裝機容量達7,530萬千瓦，外送能力達
3,330萬千瓦左右，屆時四川將成為全國最大的水電基地（四川
在線, 2006）。

機械製造業

機械製造業是四川重點培養的行業之一，在大型發電成套
設備、冶金設備、石油鑽機成套設備、現代化空中交通管制成
套設備、大型化工、機車車輛、工程機械等方面優勢明顯；在
大型高效清潔發電裝備、重型機械、機車車輛、石油天然氣成
套設備等行業也有巨大市場潛力（四川新聞網, 2007）。然而
相對東部沿海地區，四川機械製造業集中度不高，銷售收入比
例也低於東部較發達的江蘇、上海和浙江。四川雖然有德陽、
成都、綿陽、資陽、自貢和瀘州六個裝備製造業相對集中的城
市，銷售收入過百億元的大型集團企業卻寥寥無幾。阻礙四川
機械製造業發展的，除了上文提到的能源短缺，還有以下幾個
因素（中國四川外資網, 2005）：

一、研發投入不足。行業中的關鍵技術過分依賴外國，自
主開發能力差，科學技術水平與國外比較相差很大，同時沒有
完善的科技開發體系。

二、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存在幾大多、少問題：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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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民生產品少；低附加值產品多、高技術含量產品少；傳
統產品多、名牌產品少等。

三、原材料緊張。在能源問題尚未很好解決的同時，以鋼
材為原材料的機械製造業卻面臨原材料價格近幾年大幅上漲與
波動的情況。

四、金融資本市場滯後。與發達地區相比，西部的金融資
本市場發展緩慢，企業資金仍以政府扶持為主，沒有完善的、
以市場主導的融資渠道。

除了上述傳統重型機械設備的製造，四川還在航空航天
設備製造、核電設計和設備製造、電子信息設備製造、多晶硅
和單晶硅材料生產、軍事電子、數字視聽設備製造、釩鈦等新
材料，以及軟件開發和外包等高新電子產業的設備製造具有優
勢，不僅在全國有廣泛市場，不少產品還出口海外。這些優勢
行業吸引了不少外國知名企業進入與資金投放，如三菱重工、
西門子、法馬通、空中客車、英特爾、摩托羅拉、微軟等；也
引進了很多原來在東部和珠三角的國內企業，如中興、華為、
東軟等來四川扎根（林凌等, 2007）。

旅遊業

四川有豐厚的人文底蘊與秀美自然風光，是世界著名的
旅遊勝地。不僅擁有被列為世界遺產的九寨溝、黃龍、青城
山–都江堰、峨眉山–樂山大佛，還有列入聯合國《人與生物圈
保護網絡》的自然保護區四個、國家4A級旅遊景區17個、國
家級風景名勝區15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7個、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62個等（人民網, 2005）。旅遊業連帶效應大，能帶
動交通、餐飲、住宿、購物等一系列產業的效益與就業，因此
四川長期把旅遊業定為重點發展的產業，行業規模不斷擴大。 
「十五」結束，2005年四川旅遊總收入達721.3億元，比2000年
增加463.2億元，年平均增長22.8%。旅遊總收入相當於全省
GDP的9.8%。其中旅遊外匯收入由2000年的1.2億美元上升至
3.2億美元；國內旅遊收入由2000年的248億元上升至695.7億
元，年平均增長22.9%（四川省人民政府,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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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四川在旅遊開發方面的確付出不少努力，也
取得很大成就，「行、遊、食、宿、購、娛」各方面都有很大
改善，然而與成為國內外一流休閑度假勝地的目標還有一定差
距。究其問題，可以歸結為：旅遊業開發重點不突出、投入分
散不足、管理滯後、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等。

「十一五」期間，四川將努力把當地旅遊開發由「點」擴
大到「面」，把精品旅遊點打造成旅遊區。當前的開發重點包
括：香格里拉生態旅遊、攀西陽光度假旅遊、嘉陵江流域生態
文化旅遊、蜀南竹海石海生態文化度假旅遊和兩湖一山（龍泉
湖、三岔湖、龍泉山）休閑度假旅遊。另外，還圍繞生態、文
化和紅色旅遊三條主線，依托九寨溝、黃龍、峨眉山–樂山大
佛、青城山–都江堰和大熊貓棲息地，打響大熊貓、太陽神鳥和
農家樂三個品牌。川湘兩省政府還積極合作促成張家界與九寨
溝直航，推出泛珠區域第一條真正的精品旅遊路線。四川康定
機場已於2008年10月建成使用，川西環貢嘎山的海螺溝、丹巴
美人骨、道孚；南部的稻城亞丁、西部太陽谷得榮、香巴拉七
湖、藏東巴塘措普湖、理塘格聶神山等著名景區都將在康定機
場的輻射範圍內，「張家界–九寨溝–康定–麗江」也將成為中國
最具魅力的旅遊路線之一（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 2007）。

2008年初，政府先後出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關於做強
做大旅遊企業、加快旅遊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和《四川省民
族地區旅遊產業發展規劃》兩個重要文件。並計劃到2012年培
養20個銷售收入上億元的景區、40家上億元的旅遊接待企業、
30家3,000萬以上旅遊商品企業等90家旅遊骨幹企業。爭取到
2012年，使阿壩、凉山、甘孜及其他民族地區實現旅遊總收入
425億元、建成世界級生態旅遊目的地（新浪網, 2008）。

會展業

會展業是中國新近崛起的新經濟產業之一。與傳統服務業
不同，會展業為餐飲、酒店、交通、貨運等相關產業帶來的間
接連動經濟效益，要遠遠大於會展本身的直接收入。會展不僅
有強大的集聚與擴散效應，還能促進區域間的生產要素流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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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配置，同時提高城市形象與聲譽，因此愈來愈受到各地重
視。雖然中國會展業起步晚，發展勢頭卻不可小覷，在國際會
展企業紛紛進入中國的今天，國內各會展城市的競爭也日趨白
熱化。

作為西部中心城市的成都發展會展業有很多有利條件。
首先，成都相對經濟基礎好。會展期間由於有大量外來人員進
入，對基礎設施要求高。只有經濟基礎與基礎設施相對優良的
城市才有能力舉辦大型會議展覽。成都開放程度高，長期以來
一直與沿海發達城市和國際知名城市有廣泛的經貿交流，在西
部地區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其次，成都有良好的會展環境。旅
遊是四川的支柱產業，對GDP有很大貢獻。而旅遊業的發達直
接導致當地餐飲、酒店、交通的成熟與便捷。已建成的成都國
際會議展覽中心是西部最大、中國第五大的展覽館，世紀城新
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也是目前全國最大的標準展館之一。同時，
成都位於西部的中心位置，是西部地區的交通、航運、信息樞
紐。最後，成都有豐富的生態環境與文化底蘊。會展業對經濟
的貢獻很大程度是通過旅遊業表現出來。四川作為中國的旅遊
勝地，不僅有自然風光，還有其他優勢諸如少數民族文化的人
文風光與國寶大熊貓。

目前，成都已經成功舉辦過全國糖酒會、花博會等300多個
展覽，和中國西部論壇、萬國郵聯等1,500多場會議，會展內容
涉及機械、電子、建築、花卉、食品、醫療器械、體育用品等
行業。中國展覽集團和香港展覽公司也已進入成都（張徽燕等, 
2007）。

成都會展業一直圍繞「構建輻射全國、面向世界的會展之
都」的目標發展，然而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不應忽視存在的
問題。會展業作為新興行業，大部分從業人員都是半路轉業，
既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太多經驗，因此在對會展的策劃、組
織、管理、協調和宣傳都顯得力不從心。增加對現有會展從業
人員的培訓，和在成都高校開設相關專業，從而提高會展人員
數量與專業技能是成都發展和壯大會展業的基礎。另外，成都
還應努力打出自己的品牌展會。品牌展會通常規模龐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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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業的發展形勢與走向，在行業內有較大影響力。國內外知
名的會展城市都有自己的品牌會展，例如德國科隆的五金展和
大連的服飾節。目前成都只有糖酒會有一定知名度，有待開發
更多品牌展覽。國際化水平低是成都會展業的另一項限制。與
北京、上海、廣州中國三大會展城市相比，成都仍沒有得到國
際展覽聯盟的認可，專業化、規範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川城市群發展和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現狀

四川城市群

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川僅有成都和自貢兩個城市，到
2004年底城市總數增加到32個（戴賓, 2006）。然而在32個城市
中只有一個超大城市 — 成都；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其他均是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斷層現象嚴重。因此城市群發展也是輻射
式：即以成都為中心，結合周圍一批中小城市，具有典型的中
心–邊緣特徵。同時城市間也形成一定的職能分工：成都成為多
功能綜合城市，是全省社會經濟中心；周圍中小城市則成為專
業特點明顯的工業、礦業城市（表三）。

根據規劃，四川將重點打造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
群、攀西城市群和川東北城市群等四大城市群（圖二）。成
都平原城市群將以成都為主城區，包括新都–青白江、溫江、
東升、華陽、龍泉、郫縣六個邊緣組團；都江堰、邛崍、
彭州、崇州四個中等城市；四個小城市和30個鄉鎮。預計到
2020年，成都平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區面積將達600平方公里，
都市區面積將達3,681平方公里，城市結構也由單一的特大城
區轉變為城鄉一體。瀘州作為川南城市群中的重要一員，不
可避免的肩負帶領整個區域發展的重任。為了加快與周邊省
份的合作，除了在建的瀘州–重慶、樂山–宜賓–瀘州兩條高速
公路，還積極開發如何更有效的利用長江黃金水道。只有出
川的道路暢通了，瀘州才有建成雲南、重慶、貴州和四川四
省市物流、旅遊和教育中心的基礎。攀枝花資源豐富、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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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四川重點城市與主導產業

城市 重點發展產業

成都 高新技術、服務業、環保、交通、能源、城市基礎設施

綿陽 電子信息研發製造基地、機械冶金、食品加工、生物及精細
化工、醫藥化學、能源、紡織絲綢、輕工業

宜賓 現代化農業、能源、高載能重化工、旅遊業、現代服務業

瀘州 道路、煤田、電力和西部化工城建設

攀枝花 資源開發、農林及綠色產業、現代物流、新材料產業

自貢 鹽化、化纖、機械、新材料、農產品

內江 冶金建材、食品飲料、醫藥化工、紡織服裝、機械電子

樂山 電子、醫藥、建材、旅遊四大支柱產業；鹽磷化工、林竹加
工、食品飲料、能源開發四大優勢產業

德陽 服裝、醫藥、電子、新材料、天然氣產業

眉山 農產品加工、鋁產業、機械、電子信息、化工、建材

資陽 汽車製造、醫藥藥械、食品加工、第三產業

資料來源：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2006a）。

圖二：四川四大城市群規劃

資料來源：四川新聞網（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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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高，帶動攀西城市群發展自是不二之選。與四川大部分
城市一樣，交通一直是制約發展的一大限制。為了突破瓶頸
制約，攀枝花加緊建設成昆鐵路複線、西昌–昆明高速路和攀
枝花–麗江高速路。川東北城市群則以襄渝鐵路、達成鐵路、
達萬鐵路交匯的達州為中心，加上達州至成都與重慶的高速
公路建成，達州已經成為川東北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未來，
達州將被建設成重慶萬州、涪陵、湖北十堰、陝西安康、陝
西漢中和川東北等九市的區域中心，和人口180萬的特大城
市。正在籌建的「巴國城」將以羅家壩遺址為核心，以巴國、
巴人、巴文化為特色，與三星堆博物館和金沙遺址互相呼應 
（四川新聞網, 2008b）。

參與西部開發

「西部大開發」是國家經濟戰略由東向西擴散的重要決
策，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區域包括西南的四
川、重慶、貴州、雲南、西藏；西北的陝西、甘肅、青海、新
疆、寧夏；和內蒙古與廣西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四川位
於大西部地區的東部，連接中國東西部，並且是西部經濟最強
的省份（表四），在戰略及經濟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開發西部是中國近幾年的大工程，成功與否直接關係未來
國家的發展與穩定。然而，有機遇就有挑戰，四川在參與西部
開發的同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解決融資難題。金融被稱為經濟工作中的血液。要解
決經濟發展中的資金不足，通常有兩種方法：增加外來資金；
和增強自身融資能力。針對西部開發所需的資金問題，國家訂
下一些優惠政策與導向：包括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投資資金與
國債資金；優先安排基礎設施、優勢資源開發等的專項資金；
提高銀行貸款比例；加大銀行信貸投入等。同時要利用國外優
惠貸款，包括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 2001）。

其次要保護環境。中國西部地區高原地勢多、沙漠化明
顯，近幾年水土流失情況更是十分嚴重。工業的過度開發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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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污染都對環境造成破壞，而這些反過來都將制約社會的進一
步發展。因此在未來的開發中，政府和公司都應該把保護環境
放在第一位，打破傳統工業模式，引用高科技，使經濟發展與
環境治理同步進行。事實上，西部地區水利、生物、礦產十分
豐富，如何在不破壞自然環境與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因
地制宜的發展經濟將是四川和其他西部省份面臨的考驗。

再次，轉變思想觀念。四川豐富的資源與環境相對封閉性
培養出當地人悠閑的生活方式。「少不入蜀，老不出川」一語
道破當地安逸的文化氛圍。四川人的這種心理狀態雖然平和，
卻與當前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大開發不相適應。反映在工作上，
就是缺乏積極性與創造性，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中央的財政支援

表四：西部各省經濟實力比較，1995-2006

GDP（億元） 2006年三次產業
結構比1995 2000 2005 2006

四川 3534.00 4010.25 7385.11 8637.81 18.5 : 43.7 : 37.8

廣西 1606.15 2050.14 4075.75 4828.51 21.4 : 38.9 : 39.7

內蒙古 832.88 1401.01 3895.55 4791.48 13.6 : 48.6 : 37.8

陝西 1000.03 1660.92 3675.66 4523.74 10.8 : 53.9 : 35.3

雲南 1206.68 1955.09 3472.89 4006.72 18.7 : 42.8 : 38.5

重慶 — 1589.34 3070.49 3491.57 12.2 : 43.0 : 44.8

新疆 834.57 1364.36 2604.19 3045.26 17.3 : 48.0 : 34.7

貴州 630.07 993.53 1979.06 2282.00 17.2 : 43.0 : 39.8

甘肅 553.35 983.36 1933.98 2276.70 14.7 : 45.8 : 39.5

寧夏 169.75 265.57 606.10 710.76 11.2 : 49.2 : 39.6

青海 165.31 263.59 543.32 641.58 10.9 : 51.6 : 37.5

西藏 55.98 117.46 251.21 291.01 17.5 : 27.5 : 55.0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1996, 2001, 2006, 2007）。

注：四川1995年GDP包括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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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優惠政策。要轉變思想，除了中央政府變「授之以魚」為 
「授之以漁」，當地官員也應該多去國外與發達的東南沿海學
習先進發展經驗，更重要的是感染競爭氛圍，激活自身潛力。

最後，開發人力資源。四川是中國人口大省，人才質量
卻有「三低」現象：高學歷人才所佔比例低；高中級技術人員
比例低，以及高級專業技術人才中的中青年比例低。另外，人
才的產業分布也不平衡，第一產業專業技術人才比例低，與農
業大省地位不相符合。「事業興衰在用人」，如何開發利用人
才是四川在西部開發中取得成就的關鍵。汪志友（2000）指出
人才資源的開發主要有下面四個途徑與政策：（一）引進國內
外的優秀人才智力；（二）培養提高本地人才和現有人才； 
（三）善用各級各類人才；（四）實施「銀色人才工程」，開
發有專業技術特長的離退休專家的智力資源，緩解西部地區人
才不足的矛盾。

作為泛珠三角區域一員

四川地理位置具有多樣性：既為成渝經濟區的中心，又
屬長江流域經濟帶與西南經濟區域，同時也是泛珠三角區域的
周邊省份。早在2003年10月，四川就參與探討泛珠九省與港澳
進行產業合作的可能性。2004年6月，四川與福建、江西、湖
南、廣東、廣西、海南、貴州、雲南等九省和香港、澳門兩個
特別行政區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上共同簽署了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9+2」合作），要求在基
礎設施、產業與投資、商務與貿易、旅遊、農業、勞務、科教
文化、信息化建設、環境保護、衛生防疫等十個方面進行廣泛
合作。

四川對泛珠合作一直寄予厚望。2005年，在四川省政府
的支持下，第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在成都舉
辦。泛珠區域概念的最初提出和建立已有五年多，為四川帶來
數以百億的項目和資金，四川該如何更有效的參與泛珠合作，
使這種全方位、多領域的合作繼續深入下去，是當地政府和學
者一直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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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2」區域中，四川離泛珠核心區域距離最遠，沒有
廣西、福建等沿邊優勢，加之其自身地理形態，交通仍是四川
參與泛珠區域合作面臨的首要問題。2004年4月，成都–深圳鐵
路貨運的開通使兩地貨運距離縮短200公里，運行時間由原來的
11天減少到三天（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 2005a）。2005年通車
的渝湛（重慶–湛江）高速公路，是繼京珠高速公路之後穿越廣
東的第二條跨區域高速公路。以《國家高速公路布局方案》為
基礎的《泛珠三角區域高速公路網布局方案》也正式出台，預
計到2020年，區域高速公路網絡里程達3.73萬公里，其中珠三
角地區達3,300公里，屆時從珠三角到泛珠區域各省會，將基本
實現當日到達（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 2006c）。

由於地處內陸，交通的限制使四川製造業一直無法獨當
一面，加之四川資源豐富，長期以來在區域合作中擔當「資源
輸出」的角色，區域內製造業則主要依賴近海的東部省份輸出
產品。要打破這種「垂直分工」局面，四川應針對自身資源優
勢，發展新材料、高載能、高載水產業，轉變「資源輸出」成
為「資源開發輸出與就地加工製造」新格局。另外，在製造業
產業選擇上，四川可以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四
川航空航天工業是中國三大基地之一，有良好信息電子、高科
技發展基礎。同時，電子產品短小輕薄，便於運輸，可以避過
四川交通不便的弱勢（林凌等, 2007）。

四川還與「9+2」中的旅遊強省聯手，共同發展泛珠區域
的旅遊業。200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邀請泛珠各省區的旅遊部
門和企業在九寨溝洽談，並且共同參加美國旅行社協會世界年
會，吸引外國遊客。同年10月，簽署《川滇藏旅遊合作發展宣
言》。此外，還與貴州、重慶等省區市聯合打造川黔渝旅遊金
三角，推出紅色旅遊路線。

成渝經濟區

自從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後，兩地各自為政，經濟發展
也各不相同（圖三、圖四）。分離後的川渝經濟合作減弱，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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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重慶與四川GDP對比，1997-2006（億元）

資料來源：四川省統計局（2008）； 重慶市統計局（2008）。

圖四：重慶與四川人均GDP對比，1997-2006（元）

資料來源：四川省統計局（2008）； 重慶市統計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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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加強，兩區域經濟如何正確規劃、定位，將關係著整個地區
的發展。雖然在市場經濟下，市場有自動調節作用，然而在政
治、法律等基本框架不健全的情況下，市場的調節機制往往不
能及時發揮作用。例如川渝在行政分家後，兩地就有嚴重的非
理性重複建設。一個例子就是四川政府不顧重慶港口營運能力
有餘的事實，堅持花巨資在瀘州建設集裝箱碼頭。由於目前地
方政府對當地發展的普遍思維，依然是向上索取優惠政策與資
源支持，因此兩地開展更多向中央爭奪資源的建設。這種情況
的出現除了因為當地官員各有成見；更重要的是政府協調組織
不力。

為了解決重慶與四川惡性競爭的情況，2007年4月四川和
重慶簽署了《關於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經濟區的協議》，
以重慶、成都為龍頭，包括成都和綿陽等14個沿高速公路、快
速鐵路、黃金水道的市，以及重慶一小時經濟圈的23個區縣為
成渝經濟區。1 重慶與成都位於整個經濟區的兩端，輻射區內
的幾十個大中小城市和城鎮。雙方還確定了五個共建重點：共
同加快經濟區基礎設施建設；共同構建區域一體化市場體系；
共同引導經濟區產業分工協作；共同構建城市群和城市連綿
帶；共同建設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協議還提出：共同培育和建
設國家重大裝備製造業基地、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清潔能源基
地、國防科研產業基地、優勢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加快重慶
和成都之間的快速通道和區域環形快速通道建設，完善公路、
鐵路、內河航運、民航、管道綜合交通運輸網絡，暢通對外通
道；共同構建區域一體化市場體系。共同營造有利於吸引市場
主體進入的良好環境；加快建立開放、規範、競爭、有序的商
品市場，破除行政壁壘；共同建設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共同爭
取國家生態環境建設投入和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在長江上游長
期實施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防護體系建設等工程（林凌等, 
2007）。

有利成渝經濟區發展的條件顯而易見：兩地同屬一省，人
緣相親、綜合經濟實力強；同時基礎設施完善，連接兩地和周
邊地區的交通網絡初具規模。從產業結構看，成都側重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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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電子工業、旅遊，重慶卻側重汽車摩托、裝備製造、能
源、物流，雙方互補多於競爭。經濟區的建成可以進一步明確
兩地的分工與體系內各城市職能，同時帶動周圍中小城市發
展。與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環渤海等其他幾個國家重點
經濟區不同的是，成渝經濟區地處內陸，無沿海交通優勢，直
接導致貨運成本高。因此，在規劃成渝經濟區時，發展交通仍
是重中之重。同時，突出發展成渝特有的產業優勢：能源、旅
遊與休閑服務。未來，成渝經濟區將重點扮演「五個基地、一
個屏障」（國家的清潔能源基地、重型裝備製造業基地、國防
科研產業基地、以信息產業為先導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特色
農副產品加工基地和長江上游生態屏障）角色，力爭成為中西
部地區發展龍頭（重慶海關, 2007）。

川港互動

珠三角作為香港腹地，一直是港商投資重點。然而經過
多年開發利用，發展已逐漸飽和，投資成本也日益上升。西部
各省雖然發展落後，在勞動力、自然資源等方面卻有得天獨厚
的優勢，因此愈來愈多的投資者把目光轉向西部。四川作為西
部最發達、發展最快的省份，優勢明顯，也因此被許多港商視
為進入西部的大門，兩地在近年的合作不斷增加（表五）。四
川有重工業基礎，近期大力發展的高新技術和信息產業也初具
規模，可以承接珠三角製造業的轉移。除此之外，四川人力資
源豐富，是農業大省，適合建成工業製造基地、農產品基地和
勞務輸出基地。另一方面，香港是國際著名金融、貿易、航
運、物流和信息中心，具有先進管理技術人才和優勢資本，是
中國，特別是西部邊遠省份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橋樑。四川可以
從香港引進金融、物流、會計、法律、投資諮詢等現代化服務
業，加強四川第三產業發展。川港兩地都是著名的旅遊勝地，
不僅可以互為旅遊目的地，更應攜手進軍國內外旅遊市場（香
港貿易發展局, 2005;《香港文匯報》, 2007a, 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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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EPA的簽訂，港資開始大舉進入四川，兩地經貿合
作也進入新階段。四川與香港經貿合作已經走過了十幾個年
頭，港資入川的腳步也隨著CEPA的簽訂而愈走愈快。1997年，
四川對香港貿易總額為2.1億美元，2006年達8.92億美元，十
年增長三倍多。截至2007年7月，香港在四川累計投資項目
約3,500個，合同金額64億美元，佔四川合同利用外資總額的
36%，是四川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川港貿易不僅體現在香港產
品「零關稅」進入四川，「CEPA商城」一亮相成都，就吸引
30多個香港品牌落戶。2004至2006年，四川對港貿易以年均
50%的速度增長（《香港文匯報》, 2007a）。在2001年5月的 
「中國西部經濟貿易洽談會暨香港優勢博覽會」上，和記黃

表五：川港合作大事記

時間 地點 事件

1999年11月 香港 舉辦「99四川投資貿易洽談暨名牌推介交流會」

2001年5月 成都 舉辦成都「香港優勢博覽會」

2003年11月 香港 舉辦「四川–香港合作發展周」

2003年11月 香港 兩地簽署《關於進一步促進雙方經貿合作備忘錄》

2004年6月 香港 舉辦「百媚千嬌四川節」

2005年7月 成都 「第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合作洽
談會」召開，曾蔭權首次以特首身分訪四川

2005年11月 成都 開通赴港「自由行」

2006年9月 成都 香港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正式開始運作

2007年3月 成都 香港政府投資推廣署駐成都投資香港服務中心開始
運作

2007年4月 臥龍 從四川臥龍選拔的中央政府贈送香港大熊貓「樂樂」
和「盈盈」赴港

2007年6月 成都 香港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舉辦「香港專業服務
研討會」與「立足香港‧邁向國際」之「內地企業利
用香港進軍國際市場研討會」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2007a, 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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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新鴻基、嘉里、中遠、永新、李錦記等香港大企業代表與
四川的企業代表舉行洽談。到2006年底，世界500強的和記黃
埔、華潤、新世界、長江、嘉里、中銀等企業都進入四川。東
亞銀行、匯豐銀行也在四川開設分行。近年來，除了房地產、
旅遊業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礦產資源、能源和生態產
業開發也成為港商投資熱點。一方面是港企走進來，另一方面
是川企闖出去。由於看好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川資
企業紛紛到香港上市，包括成渝高速、東方電機、普天電纜、
四川電信等。

CEPA的簽訂也使兩地旅遊合作步上新台階。2005年11月
1日，成都開放居民赴港澳「自由行」。2007年7月25日，香港
旅遊業議會和成都旅遊協會簽署了《香港–成都旅遊合作協議
書》，雙方約定在旅遊資源和資訊、市場、人員共享的基礎上
進行合作，並達成每年互送客源16萬人次的協議。

2007年出台的《四川省「十一五」現代物流業發展規劃》
明確闡述希望在「十一五」期間把成都建成西部物流中心的目
標。成都目前是西南地區最大的鐵路、公路、航空樞紐和客貨
集散地，以成都為中心的綜合交通體系基本形成，發展物流業
可說是水到渠成。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成都就制訂了「以物
流為先導、帶動城市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目前進入準備或
已經建設階段的有成都物流基地、西南物流中心、進口物流園
區、航空物流園區，以及四川公路國際物流中心（戴賓、錢志
鴻, 2005:139-40）。計劃到2010年實現把成都建設成「以綜合
交通體系為主的物流運輸平台、網路技術為先導的物流資訊平
台、規模倉儲和智慧化管理為主的物流儲存配送平台」（四川
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07）。

成都地理和文化資源為發展會展經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目前具有舉辦大型會展能力的場館有四川省展覽館、成都市體
育中心、成都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和世紀城新國際會議展覽中
心，後者的大型展覽館總面積逾20萬平方米，位居全國第四，
僅次於北京、上海和廣州（四川新聞網, 2008a）。香港作為亞
洲物流基地與「會展城」，有豐富的物流管理和舉辦國際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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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經驗與人才。香港根據四川的特色與優勢為其度身打造發
展路線；四川則為香港進軍西部創造交流平台，兩地合作互補
互利。

結語

從「十一五」規劃出台到2007年底，四川的經濟建設都一
直沿著預定軌道增長，然而進入2008年，卻出現了任何規劃都
無法預料的雪災和地震。雙重重大自然災害除了造成最寶貴的
人命損失，也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雖然目前專家與國際金融
機構普遍認為雪災與地震對全國造成的經濟損失有限，然而作
為重災區的四川，影響則不可同日而語。

農業方面，四川是中國糧食與豬肉主要產地之一，連續
重大自然災害的打擊必然導致糧食、豬肉供應量減少，價格上
漲。地震中心汶川處於山區，非農業畜牧基地，雖然人員傷亡
嚴重，從經濟角度看，對農業的影響要小於雪災。在食品價格
上漲的帶動下，中國物價指數（CPI）一直居高不下，2008年
四川遭受的連綿災害無疑令早已不堪通脹壓力的民眾雪上加
霜。

受災地區的交通、電力、通訊、供水、供氣等基礎設施受
損嚴重，重建將需要大量時間和資金。缺乏基礎設施的支持，
工業生產很難快速恢復到原來的產量與規模。一些工廠甚至在
災害中失去廠房、設備，已失去生產能力。四川的消費與旅遊
業也將受到影響。四川最著名的旅遊景點如九寨溝、臥龍熊貓
基地、都江堰等都屬此次地震的重災區，道路建築受損嚴重。
另外據分析，5‧12地震的餘震可能將持續半年以上，因此，可
以預估在2008年內，作為四川支柱產業的旅遊業收入將銳減，
直接影響四川經濟表現。

雖然從短期看，地震與雪災將給四川GDP帶來負面影響，
從長期看，卻也有積極的一面。災後，必將有大量資金投入災
區用於重建。這些用於基礎設施和基礎建設的投資不僅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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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更能通過資金的連帶效應拉動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從
而推高地區與國家的生產總值。

注釋

1. 前者包括成都、綿陽、德陽、內江、資陽、遂寧、自貢、
瀘州、宜賓、南充、廣安、達州、眉山、樂山；後者包括
重慶市九城區及潼南、銅梁、大足、雙橋、榮昌、永川、
合川、江津、綦江、長壽、涪陵、南川、萬盛、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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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地處內陸腹地，是中國人口大省。其特殊的地理環
境造成當地氣候溫潤，土壤肥沃，成為中國農業大省。然而，
封閉的地形也對貿易與信息交流帶來不便。交通不暢通一直是
制約四川經濟發展的障礙。長年來，中央和省政府投巨資在交
通基礎設施建設上。「十五」期間，鐵路、公路、機場、河道
的工程相繼完成、擴建與完善大大改善了進出四川與川內各地
之間的聯繫。只有交通順暢了，才能進一步發展工業。「十一
五」的目標之一就是把四川建成為西部加工基地，承接東南沿
海等發達省份轉移來的製造業。旅遊業是四川的另一個支柱產
業，如何轉變資源優勢為競爭優勢是四川省面臨的挑戰。對香
港而言，四川是香港公司進入西部內陸省份的平台。雖然目前
西部整體的投資環境不如港人所熟知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
然而，從長遠看，西部的豐富自然資源、廉價原料與人力，以
及巨大內需市場都預示未來經濟潛力。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發
展規劃、產業重組、高科技人才培訓、中藥開發研製、食品加
工、旅遊設施建設、運輸及物流、銀行金融保險等領域，都是
港商真正的商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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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Hong Kong 
under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Research Series

VII. Sichuan and Hong Kong

Shen Jianfa      Yeung Yue-man      Lu Yifei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interior of mainland China, Sichua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provinces of the country. It is topographically diverse and 
has a warm, humid climate and rich soil, making it a major national 
bas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owever, its relative isolation 
poses difficulties for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Sichuan and the outside world. Transportation remains a big 
obstacle to the provin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e of the biggest 
accomplishments during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2001-2005) 
period has been the improvement of Sichuan’s transport network. 
Only when smooth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links within the 
province and between Sichuan and other provinces is achieved, can 
Sichuan make progress on its plan to coordinate its efforts with those 
of other provinces in southeastern China to create a new western China 
manufacturing base. Tourism is a major area of focus in Sichuan; the 
local government must therefore address the issue of how to become 
competitive in this sector. Sichuan, an early beneficiar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to develop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could be the gateway for Hong Kong companies to venture into 
China’s west. Although the overal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western 
China lags far behind tha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zi River 
Delta regions, with which Hong Kong companies are more familiar, 
the western region’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cheap materials and 
labour, and huge market, mean that this region has great long-term 
economic potential. Hug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companie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high-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raining,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od proce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facilities,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and banking, finance, and insu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