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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高端化国际化低碳化产业发展之路走高端化国际化低碳化产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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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地处以成都为

核心的成德绵经济走廊的腹心地带和人口

红利聚集区，2012 年获评“中国十大最具投

资潜力市场商圈”等殊荣，2008 年起连续 5

年进入四川省“十强县”，并荣获“2012 年度

中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称号。

作为传统工业基地，青白江区立足成

都，在抓好内生型增长的同时，积极推进外

生型增长，坚持走高端化、国际化之路，努力

打造新型工业、物流商贸“双千亿”产业梦。

新型工业高端化

构筑快速增长的“产业高地”

“企业发展必须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

青白江正处于成都第二圈层，是成都市新型

工业、物流业、商贸业发展的新兴热点区域，

实践证明我们当初选择这里投资没错。”已

经在青白江发展多年的攀成钢钒公司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正是由于这里良好的投资

环境，使他们公司发展成为成都首家年产值

过百亿的新型工业龙头企业。

在这片投资热土上，在中国重汽集团成

都王牌商用车公司年产 40 万辆商用车生产

项目带动下，相关零部件企业集群成链发

展，西南地区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基地已具雏

形；在天马轴承、天保重装、三洲核能等企业

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上，西部地

区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速形成；在

巨石、台玻、丽雅等企业的联动发展基础上，

新材料基地加快建设。

目前，全区现有各类工业企业 2200 余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 200 家，区内

聚集了世界 500 强企业 23 家，上市公司和行

业龙头企业 70 余家，包括成都市首家年产

值 过 百 亿 元 的 攀 成 钢 钒 等 企 业 。 预 计 到

2016 年，青白江区将聚集规模以上企业 300

家以上、亿元企业 100 家以上，实现工业销

售收入 1000 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18%以上。

物流商贸国际化

开启通往世界的“黄金之门”

作为成都出川通道的重要门户，成都

10 条重要出川通道中的沪蓉高速、京昆高

速和成渝、宝成、达成铁路等 9 条通道，都过

境青白江。

不仅如此，蓉欧快铁 2013 年 4 月 26 日

正式从青白江区始发，这是中国到达欧洲最

快的货运班列。蓉欧快铁经宝鸡、兰州到新

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白俄罗斯等国直达波兰罗兹奥莱霍夫火车

站，从根本上打破了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

济必须依赖港口的瓶颈，成为西南地区乃至

整个西部又一条通往世界的“黄金通道”。

中国中铁物流有关负责人认为，“青白江依

托‘黄金通道’，沿着西北、西南、东部的铁路

线，不仅通过物流的进出与世界连接起来，

而且通过这里打造的国际性内陆型无水港，

更多的物流企业也迅速地融入了世界。”

此外，西部铁路物流中心现已开通了至

上海、广州、深圳的五定班列，实现了每周三列

至四列的稳定运行。同时，在设立成都唯一

的铁路口岸基础上，该区已与上海、深圳等 10

余个沿海沿边沿江地区和城市建立了合作关

系，实现了本地报关、异地放行，通关质量和速

度全国一流，信息系统和操作程序国内最优。

目前，青白江已引进的中铁联集、德国汉

宏等30多家国际国内知名物流企业，总投资达

150 亿元，全部运营后将实现产值 233 亿元以

上。预计到2016年，西部铁路物流中心将实现

集装箱年吞吐量100万标箱，物流营业收入200

亿元以上，真正成为国际性枢纽型无水港。

发展模式低碳化

打造宜居宜业青白江

每年4月，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都会挤满青

白江凤凰湖畔，参与樱花游活动，不论是在樱花

林间穿行还是在湖边小憩，一切都显得那么悠

闲和惬意。连续4年樱花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也

让青白江区成为了西部最大的赏樱圣地。

这还只是青白江区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和人居环境改善举措中的一个缩影。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全国首届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模范区、省级绿化模范区等一项又一项荣誉，

才是该区生态宜居城市形态最好的诠释。

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老工业区，到绿

色、高端、循环、低碳的城市发展模式；从传统的单

一城乡环境打造，到多元化的城市生态品质的全

面提升，青白江从农业、建筑业、交通、服务业，到

耗能最多的工业等10个方面提出利用循环经济、

技术改造等达到降低能耗、水耗和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的目标要求，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项

目严格拒之门外。并且青白江区先后投入40多

亿元，全面构建形成了点、线、面的绿道体系，目前

在主城区已栽植各类乔木47余万株，在工业区和

生活区之间建成1200余亩的生态隔离带，在工业

集中发展区建成1700余亩的市级森林公园，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45.04%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7.93平方米，居成都市第一。

良好的低碳经济发展环境，成为广大投

资者投资落户乃至生根发芽的重要筹码。

近年来，青白江区建成了一批有着先进医疗

技术的医院，吸引了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等职业技术类院校

踊跃入驻，有力地促成了全区经济发展。

政务服务标准化

营造一流投资环境

如今，青白江区正积极搭建企业信息服务

网站、政企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商务服务系统

的“一站式”公共信息等平台，以促进工业技术改

造和结构升级，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

为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和区内企业发

展内在动力，助推企业加快自主品牌建设，

青白江区整合运用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

策、国家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扶

持、四川省对企业转型发展的支持政策、成

都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专项扶持，以及区

上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

企业升级改造补助、企业自主创新支持、企业

资金贷款贴息补助，并对发展总部经济取得

国际行业排名前 10 名或国内行业排名前 5 名

的点子商务企业和全球服务外包 50 强及国

内服务外包 10 强企业等，视情况分别给予企

业经营班子 100 万元、50 万元奖励。同时，大

力推进建立电子商务和总部经济，建成五金、

建材等领域的信息、数据、价格中心、行业指数

发布平台，全力打造“电子商务港”。到 2016

年，该区将规划建成一、两个具有承接国际展

会能力的大型会议场馆；促进一、两个工业、物

流业专业展会落户；力争创建一、两个国际品

牌展会活动，进一步提升青白江区现代物流及

商贸服务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坚

持高端化、国际化、低碳化产业发展之路，青

白江区打造“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市场商圈”，

实现“双千亿”的产业目标正在加紧推进。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全球结构调整步伐

明显加快，发达国家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形成的倒逼

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深刻变

化的大环境下，以“拓市场、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为

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会于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西安成功举行。这届西部跨采会以为采供双方

提供“零距离、无时差、低成本、高效率”贸易对接平台为

宗旨，在突出产业优势、提升专业水平、创新宣传思路、

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领导高度重视，在支持力度和参与范围上实现新突破

中国贸促会对办好跨采会十分重视，会主要领导和

分管领导听取了第二届西部跨采会筹备进展情况汇报，

要求陕西省贸促会要精心编制“跨采会”发展规划，力争

用 3 年至 5 年时间，把“跨采会”打造成在中国有较强影

响力，能够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国际贸易

品牌博览会；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办好西部跨采会也高度

重视，在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办好“西部跨

采会”、“西洽会”、“农高会”等陕西省三大品牌展会，首

次把跨采会与“西洽会”、“农高会”列入同等重要的位

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听取了跨采会筹备工作的汇

报，并要求省贸促会精心组织、注重实效，以企业为核

心，把跨采会办成该省一个知名品牌展会。省政府分管

领导多次专题研究“跨采会”的组织工作，对会议活动的

组织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同时，省政府专门成立筹

备领导小组，并以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印发活动方案。省

商务厅、省工信厅、省国资委、省农业厅、省中小企业局、

省果业局、省畜牧局等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省各市区纷

纷组团参展参会，全省优势企业积极响应。与此同时，

展会还得到西部省市区及沿黄各省市的支持，有 15 个省

区作为协办单位，6 个省区组团参会，各级支持的力度和

各方参与的范围都比首届跨采会更有力、也更广泛。

突出产业优势，在签约项目和总金额上实现新突破

根据西部特别是陕西的产业优势，这届西部跨采会

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电函、拜会及举办恳谈会、

推介会等多种形式，重点邀请到来自欧美、南非、中亚等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6 家国际知名采购商携 3160 种产品

订单参展参会，订单总金额超过 83 亿美元。他们与来自

西部 5 省区组织的机械装备、电子信息、能源化工、农产

品等重点行业的 600 家供应商提供的 3670 种产品进行对

接洽谈，现场达成正式合同和协议共 83 项，总金额 17.86

亿美元，其中签订正式合同 24 项，合同总金额 7.41 亿美

元。此外，通过会期对接达成进一步洽谈意向的还有 632

项，成交额列前三位的分别是重型卡车及汽车零配件、高

新技术产品和果业产品，其成

交量占总成交量的 63%。

提升专业水平，在服务

企 业 和 贸 易 洽 谈上实现新

突破

本届西部跨采会以实现

采供双方无缝对接，最大限度

地满足和促成采供双方的需

求为目的，努力做到采供双方

展览展示与对接洽谈、专项推

介相结合；电脑配对、人工分

捡与定向寻商相结合；编印洽

谈信息手册与手机发布、上网

查询相结合，确保每个参会企

业都有配对洽谈的机会，实现预约

配对成功率 100%。为保证洽谈活

动的顺利开展，会期采取每个展区

安排引导员，每个采购商安排志愿

者，每个洽谈区安排专门的管理人

员，洽谈信息比较多的采购商备有

跟班人员等措施，切实为采供商提

供全方位服务。同时，提供电子触

摸屏查询配对洽谈信息，及时在

LED 显示屏显示临时配对信息和

场次安排，极大地提高了本届跨采会的对接效率和交易

成果。两天时间入场专业观众突破 15000 人次，为企业会

前、会期中配对洽谈，采供企业配对比例达到 1：7，促成合

作意向的有效率达到 65%以上。

创新宣传思路，在解决采供信息不对称上实现新突破

为了增强跨采会的宣传效果，打破以往以采访报道

为主的单一模式，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道，综合利

用网络、LED、专刊、短信平台、报纸及省内外 30 多家媒

体，从参展行业、企业和专家学者等不同角度，以领导署

名文章、专家访谈、重点企业特写等不同形式，组织了 10

个专题报道，从点到面扩大宣传广度和深度。特别是针

对采供信息不对称制约贸易洽谈等问题，8 月 16 日专门

召开了跨采会媒体座谈会，与省新闻办及多家新闻媒体

交流信息，将确认的采购商及采购产品清单及时通过各

种媒体、网络进行对外发布，最大限度地征集该省供应

商参会，有效进行对口“嫁接”。通过跨采会中、英文网

站及时发布采购信息，搭建永久性跨采服务平台。同

时，跨采会网站和新浪官方微博、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公

共网、联合国工业分包公共网、国际贸易信息网、陕西省

政府公众信息网、阿里巴巴等国内外专业网站建立推广

链接，通过与企业互动，了解企业需求，争取更多订单，

为更多陕西企业产品“走出去”提供资讯和全方位服务，

使专业网络成为永不落幕的跨采会。

建立常态机制，在持续办好西部跨采会上实现新突破

从 2008 年举办中国（西安）跨国采购洽谈会到 2012

年举办首届中国西部跨采会，再到今年举办第二届西部

跨采会，从国内会展统计数据看，这届“西部跨采会”已

是国内同类专业展会中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和洽

谈成交规模较大的活动，也进一步增强了陕西省贸促

会持续办好西部跨采会的信心。为更好地为陕西和西

部企业提供走向国际市场的便捷通道和平台，服务于

陕西和西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高陕西和西部经济

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本届跨采会专门委托第三方

研究机构，采取现场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企业回访

等手段，从跨采会的前期准备工作、会期运行状况跟踪

调查，取得成果与经验总结、问题分析与建议等 4 个方

面，对西部跨采会进行客观评估，以期总结成功经验、

发现存在问题，提出整改完善建议。同时通过不断完

善采供双方的数据库，做好会前、会期和会后的采供信

息跟踪服务工作，注重目标客户跟踪，及时了解陕西省

企业需求，促成与采购商的日常直接沟通，建立与参会

采供双方的长期联络机制。

第二届西部跨采会的成功举办，既是发挥陕西在区

域发展中辐射带动作用的正确选择，又是助推经济结构

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要求，也是练就企业“世界

眼光”，进入跨国企业供应链的最佳平台。陕西省贸促

会会长赵润民在成果发布会上说：“今后，我们还将进一

步加强与国家部委及相关机构的合作，继续加大各项工

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西部跨采会’的规模和档次，

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意识、水平和能力，使下一届西部

跨采会在策划组织的专业性、项目对接的实效性、展览

展示的策划上力求有更大的突破，使更多的优势企业通

过西部跨采会这个平台进入跨国企业的供应链，为实现

我省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部跨采会的新突破
——第二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会侧记

■ 本报记者 黄付平 通讯员 李战民

凤凰湖凤凰湖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第二届跨采会走进东盟市场推介会第二届跨采会走进东盟市场推介会

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中中））在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小宁在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小宁（（右一右一），），省贸促会党省贸促会党

组书记组书记、、会长赵润民的陪同下视察企业展位会长赵润民的陪同下视察企业展位

■ 本报记者 邓万祥 伍泊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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