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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要有新思维，要从“西部与世界相连”、两个前沿地带、国家新

的增长极三个视角审视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战略，要从产业振兴、川渝合作、西部高科技金三角崛起三个途

径夯实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基础，要从毗邻区域合作、泛区域合作、国际区域合作三个维度拓展成渝经济区

对外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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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inking on open strategy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LIU Shi—qing，JIA Mei

(Sichuan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ichuan Chengdu 610072，China)

Abstract：The open strategy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should be based on new thinking and should depend on that the

west part of China connects the wodd．two forward positions and China’s new growth pole．Open basis should be tamped from such

three ways as industrial vitaliz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ongqing and Sichuan，and high—tech golden triangle in west part of

China．Open space can be expanded from such three perspectives as neighboring cooperation，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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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海陆并进、东西

互动”的新格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在全国对外开

放总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对外开放，这个

改革开放伊始就备受关注的课题，对于努力建设国

家新的增长极的成渝经济区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成渝经济区的建设离不开对外开放，必

须对外开放，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开放，则一直

是一个难题。本文认为，成渝经济区扩大对外开放

的战略构想必须要有新思维，必须站在国家战略与

区域利益结合的角度来思考，必须认清西部在国家

总体战略中的定位，找准成渝经济区在西部地区的

定位，只有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充分结合，才能

谋得发展支持和发展优势，才能更快地实现中国经

济增长第五极这一抱负。本文从战略视角创新、实

现途径创新、拓展空间创新三个方面，对成渝经济

区对外开放战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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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视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战略地位的三个

视角

1．在“西部与世界相连”中审视成渝经济区对

外开放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成功融

人世界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沿海开放战略的成

功推进，到90年代的沿边开放；从中国成功加入

Wl'O，到多层次多样性区域合作机制和国际合作机

制的建设；从外资、外贸、外经的不断扩大，到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确立；今天，西部

地区对外开放在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及其对全球

欠发达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在成为一个亮点凸

现在全世界面前。

2000--2007年，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171．66亿美元增至785．90亿美元，增长了3．58

倍，且自2005年以来呈现出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态势。2006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27．7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96个百分点，2007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完成785．90亿美元，增长

36．2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8个百分点(见图1

和表1)。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加速的程度，令世界瞩目。

在学者、政府、企业界，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

学等领域，西部地区对外开放，2l世纪的中国丝绸

之路，第三亚欧大陆桥的设想，外资西进，内资西

移，“向西开放”等，已成为国内外最热门的话题，成

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一位美国学者的文章

标题为《中国让西部与世界相连》⋯，这是一篇颇具

代表性的潮流观点，从中足见世界对中国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中国腹地纵深，与越南、日本、韩国等沿海区域

为主的国家不同，中国西部与14个国家接壤，广大

内陆腹地如何对外开放，如何融人世界经济，不仅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对改善我国对外

开放过度集中的不平衡格局意义重大，而且对接壤

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西部

开放、内陆开放和“向西开放”提速，连接起全球最

具发展活力的“金砖四国”，其意义之重大也不言

自明。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07)和《重庆统计年鉴

2007))相关数据测算，成渝经济区作为拥有西部地

区28．13％人口和27．22％GDP产出的核心区域，

理应积极面对这一时代背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

来思考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的地位，抓住国内外产

业转移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机遇，在深

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中发挥

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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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部与全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比较(2000--2007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

表l 2000--2007年西部及全国进出121情况

年度而老篙丽两丽毒‰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2．在“两个前沿”中审视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

地位

我们用“两个前沿”来形容西部地区沿边与内

陆的对外开放区域格局：一是沿边，它们是西部地

区对外开放的前沿，是西部与世界相连的大通道；

一是与中部接壤的内陆，它们是西部地区经济最发

达、实力最强的腹地，是沿边开放的大后方和重要

依托。中国是“建设和谐世界”国际关系新理念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中国是“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的倡

导者和实践者，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及其与周边

国家的交流，不断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中国西部对外开放近年来进展最快、最令人瞩

目的地区，当属沿边地区。新疆、云南、广西、内蒙

古四省区是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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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前沿阵地，涉及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

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天然

气已经和正在建设输向新疆的油气管道，中哈输油

管线(哈萨克斯坦阿塔苏一中国新疆阿拉山口输油

管线)一期工程2005年已经完成，年设计输油1 000

万吨，二期工程2011年完成，向中国再增加1 000

万吨输油。新疆将成为中国油库，在国家能源安全

和世界能源战略的地位更加凸现。在广西，越南总

理倡导的“两廊一圈”(从中国广西南宁到越南广

宁、从中国云南昆明到越南广宁两个经济走廊和环

北部湾经济圈)。在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大湄

公河次区域合作，均已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联结

中国与中南半岛最便捷的大通道“南宁一新加坡经

济走廊”日渐升温；曼昆(泰国曼谷到中国昆明)高

速公路正在加紧施工；泛亚铁路(新加坡到中国昆

明)开始设计；我国与东盟10+1合作中实施了早

期收获计划，对缅甸、老挝、柬埔寨三个欠发达国家

提前实行零关税政策。在内蒙古满洲里与俄罗斯

接壤的地区，扩大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双方赞同和

积极推动。西部地区与14个国家和地区接壤，周边

国家有十几亿人口，目前已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层

次的近百个边境口岸。无论从已经开启的沿边开

放态势还是从国际战略和地缘战略看，可以肯定，

我国沿边开放将进一步提速，并推动新疆、云南、广

西、内蒙古四省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速。

上述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的

创新以及西部大开发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不仅

推动西部沿边地区步人大开放时代，而且推动西部

地区整体上在国家开放战略的地位大大提升，推动

内陆腹地对外开放地位显著提升。青藏铁路建成

通车、能源合作通道建设、产业与技术合作、第三亚

欧大陆桥的设想和新丝绸之路的拓展、成渝经济

区、关中平原、泛北部湾经济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的崛起、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重庆一成

都一西安“西部高科技金三角”渐行渐近、文化交流

甚至老百姓生活与世界越来越紧的联系等，不仅越

来越凸显西部地区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区域经济体

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越来越凸显腹

地与沿边的紧密联动关系，沿边开放离不开腹地支

撑，腹地开放受益于并将进一步推动沿边开放。特

别是当已经开工(或即将开工)的若干通道建设将

横贯东西的西陇海兰新线与第三亚欧大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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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时，四川、重庆、西安这些西

部经济最发达的腹地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加凸显

出来。

在古丝绸之路的时代，这些经济最发达的西部

腹地支撑和拓展着丝绸之路和中国的对外交流，在

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成都，

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海洋时代和中国现代工

业化建设中，四川、重庆这样的西部内陆腹地在我

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是就

无足轻重了?恰恰相反，四川(包括直辖前的重庆)

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突出的地位。在三线建设

时期，四川是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建设重点，所谓要

人有人，要枪有枪，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而

且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和东部的高速发展奠

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在新中国建设中，

四川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以“粮猪安天下”为己任，为

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甚至牺牲；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家发展最为重要的西气东

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等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齐聚今天的成渝经济

区；成渝经济区尤其以丰富的水能资源和天然气资

源，为西气东输、东部发展、东西合作注入新的活

力，而且在我国南向、西向能源国际合作通道中，均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渝经济区以其突出的经济

总量和科技总量，成为周边发展和沿边开放的依

托。成渝经济区在数千年前的马队时代，曾因天府

之国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成为南丝绸之路的起

点，今天，现代交通即将赐予深处西部内陆腹地成

渝经济区南北丝绸之路交汇通道的历史机遇。

3．在国家新的增长极建设中审视成渝经济区

对外开放地位

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五”规划和相关政策将西

部地区划分为三大地带的区域发展布局：西陇海兰

新线、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

区，以及西藏、新疆民族地区。“十一五”规划中，针

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中国区域一体化、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三大地带的布局格局进

一步加快向重点地区发展演进，主要是成渝经济

区、关中经济区、环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环北部

湾(广西)经济区规划已经国家批准，成渝经济区规

划由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正在编制。

成渝经济区是四川和重庆接壤处最发达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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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总量(GDP)占西部30％左右，是西部地区

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最好，人口和城市密度最

高，最有可能成长为中国新的增长极的区域。成渝

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六个基地、一个屏

障、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六个基地是：国家的能

源基地，装备工业特别是重型装备制造业基地，国

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后方基地，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

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特色农牧业产品生产和深

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一个屏障是：长江上游

和三峡库区的生态屏障；从发展趋势看，成渝经济

区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五极。

为实现上述目标，成渝经济区在对外开放方面

还有大量潜力可挖。近年来，该地区对外开放虽呈

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见图2、图3)，但占全国的比重

仍然较低。以2007年为例，四川和重庆外贸进出口

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都高于GDP增

长率，并远远高于全国水平(见表2)。但是，两地的

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只占当

年全国总量的1％和3．5％，与东、中部地区还有很

大的差距(见表3)。

图2 2001—2007年进出口增速比较

图3 2001--2007年实际利用FDI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和

《重庆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

二、夯实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基础的三个途径

1．在产业振兴中务实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基础

成渝经济区深处内陆腹地，要抓住“西部与世

界相连”的历史性机遇，首先要做强自身。古代南

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之所以在该地区，是因为富庶的

天府之国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源源不断地为丝绸

之路提供着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商品。成渝经济区

要在加速推进的西部开放中有地位，就必须倾全力

振兴产业，提高腹地实力，增强辐射力，成为周边区

域和西部沿边区域的发展依托。

振兴产业既是成渝经济区提升腹地地位、拓展

开放空间的要求所在，更是推动经济区成为承接国

内外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的西部开放前沿的动

力所在。其中尤其要重视的是，要从成渝经济区的

优劣势和国内外环境出发选准产业，既要发挥重型

结构的传统优势，同时，又要大力发展短小轻薄的

高新技术产业；既要做强大型国有企业，又要大力

发展民营经济；既要继续完善工业体系，又要大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要强调集群发展，提高社会

化协作程度，不要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起跑线上。

表2 2007年四川和重庆GDP、进出口、实际利用

FDI增长率与全国的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2007年统计公报计算

表3 2007年四川和重庆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

FDI占全国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2007年统计公报计算

2．在川渝合作中提升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实力

成渝经济区开发历史悠久，发展道路独特；水资

源、水能资源、天然气资源和钒钛等矿产资源特别丰

富；有良好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基础，是西

部经济最发达，经济密度最高的区域；是国家重要的

国防科技研发生产基地；是西部城市密度最高的城市

密集区，全国少有的双核城市群；是长江上游生态环

境的安全保护带；是西部少有的符合经济区基本条

件、具有巨大生产能力和开发潜力、能够带动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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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繁荣和提高全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经济区。虽

然成渝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冀等相对发达

的经济区相比有许多劣势，但由于它位于西部的核心

地区，具有连接西北、西南和通海达疆的优越条件，构

成了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在产业结构上，全国能源

基地、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基地的地位

十分明显。近年来以11’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

业、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的作用越来越加重要。

川渝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川渝两地在历史文

化经济产业环保诸方面，都具有联系和互补。两地

产业的互补优势，已在逐步显现。建设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和保障三峡库区环境安全，也离不开川渝合

作。特别是成渝经济区空间结构的双核型，重庆和

成都的首位度那么高，它们在成渝经济区建设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四川省“十一五”规划的五大

经济区中，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与重庆有着

紧密联系，他们的发展离不开重庆的辐射带动，同

时他们又是重庆的重要腹地。向家坝、溪洛渡等金

沙江大规模水电开发，川东北大型天然气田的发现

和开发，不仅是四川的机遇，也是重庆的机遇，更是

两地合作发展的机遇。

成渝间大规模交通建设更将为两地的合作和

发展带来机遇。过去我们说成渝两地交通时，我们

只使用“成渝”即可让人明白，现在，我们要使用“成

渝南线”(成都一内江一重庆)、“成渝北线”(由两

条线组成：成都一遂宁一重庆，绵阳一遂宁一重

庆)、甚至“成渝中线”才能说得清楚(已有方案倡议

成渝中线：成都一简阳一雁江区一乐至一安岳一大

足一壁山一北碚青木关附近接人遂渝高速，全长

270公里，比成渝南线缩短70公里，比成渝北线缩

短30公里；中线选址方案也有多种)，成渝经济区

环线和沟通区外的大规模交通建设，将为两地合作

和发展奠定坚实条件。

3．在“西部金三角”崛起中谋划成渝经济区对

外开放未来

在成渝经济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以西安、关中

为中心的城市群和经济区也在迅速成长，在西部腹

地核心区域发展中，重庆一成都一西安，一个“西部

高科技金三角”正在崛起。现在三地空中距离仅有

一小时，若干公路和铁路建设已经开工或规划。随

着基础建设、三地城市群和一体化进程，如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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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一体化、成(都)德(阳)绵(阳)一体化等加

速推进，三地交流和合作进程更将加快，从而极大

地提升西部内陆腹地实力。2006年，四川、重庆、陕

西三省市经济总量(GDP)为16 653．12亿元，约占

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72．8％，人口14 712万人，约

占西部地区40．7％。这个“金三角”的形成和崛起，

对于西部地区、对于川渝陕三省市的经济发展和对

外开放，均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金三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科技实力

突出。三地在我国历史上都曾扮演过重要的政治

经济角色，建国后，一五、二五、特别是三线建设，在

三地布局了大量高科技工业和科研院所，积累了丰

富的科技智力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

开发以来，三地高技术产业进一步快速发展，已成

为三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2006火炬中心统计

资料》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西安、成都、重庆三地

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在全部GDP中的比重高达

28．59％，而其实现的工业增加值也占到三地第二产

业增加值的20．87％。

成都、重庆与西安有着久远的经济联系，随着

交通建设的完善，三地的距离将进一步缩短，经济

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南北丝绸之路连接将更加通

畅，这对“西部高科技金三角”整体来说，在西部内

陆腹地的地位和实力，成渝经济区向北、向西的对

外开放，西安向南、向东南的对外开放，都将进一步

提升。

三、拓展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空间的三个维度

对于深处西部内陆的成渝经济区的对外开放，

通达四面八方的通道区域合作，无疑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通过长江流域和沿江公路及铁路向东的

对外通道，通过陇海兰新线向西北的对外通道，通

过南方丝绸之路向东南和南方的通道，等等，都对

经济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从地缘、距离、历

史、文化等因素看，面向东南、西南的对外大通道，

泛珠三角、东盟、西南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第三亚欧大陆桥和南方丝绸之路，意义尤其突

出，而在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大通道新建和扩能

后，向北、向西的通道区域合作和北方丝绸之路对

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大大提

升。成渝经济区尤其以丰富的能源和开发建设高

潮，在国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国际能源通道合

作中的地位还将迸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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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度一：毗邻区域合作——西南六省市区

经济协调会

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以下简称西南协调

会)创建于1984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创立最

早、坚持至今的区域经济协作机制，堪与“珠三角”、

“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称雄媲美，为开发大西

南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4年，胡耀邦同志视察四川、贵州，提出联合

起来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当年4月，四省区五方经济

协调会宣布成立。由重庆率先提出，最初由四川、

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四省区五方组成，称“四省

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它是我国第一个跨省区市的

区域合作组织。“协调会”历经“四省区五方”“五省

区六方”“五省区七方”“六省区市七方”“六省区

市”五次更名和发展，现在已成为由重庆市、四川

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六省区市组成的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调组织(协

调会成立后，西藏和成都相继加入，2004年成都退

出)。主要研究和商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方针、

政策原则和重大协调措施，为企业、产业和地区间

的合作创造条件，促进共同发展。协调会每年开一

次会，到2006年已连续召开了2l届。协调会设联

络处(驻重庆)，负责日常工作。协调会遵循“自力

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持、共谋振兴”的工作方针

和平等协商、轮流坐庄、各方都有否定权的组织原

则，以“三通一能”(交通、流通、融通、能源建设)为

合作重点，联合发展交通、通信事业，联合开发资源

和能源，联合进行国土资源综合考察和发展战略研

究，研究和探索西南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向

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把地方力量与

国家支持结合起来，推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

西南协调会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通道合作

意义。在第一届提出的目标，就是联合起来开发大

西南，联合起来走向东南亚、南亚，就是出海大通道

的建设。从成立至今的24年里，联合起来对外开放

是历年会议讨论最多的主题和内容。六个省区市

的抱团出击，支撑了经济的共同发展。在协调会还

没成立前，六省区市工农业总产值仅l 047个亿．而

到了2006年，GDP已达到了23 000多亿元，增加了

近2l倍旧J。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协调会成立20多年

来，六省区市间实现大中型经济协作项目1万多个，

相互投资3 000多亿元，组织交易会成交商品500多

亿元，修建省际断头公路64条，组建毗邻经济协作区

20个，实施农业科技合作项目100项[3 J。西南协调

会直接催生了昆交会，对推动云南和广西的对外开放

和出海大通道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川和重庆在

传统上一直是西南经济区的龙头，但随着东南沿海的

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推进，随着内陆与珠

三角交通的改善和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的加快，随着

东盟自贸区建设和CEPA合作机制，发达的东南沿

海、珠三角、香港等对广西、云南甚至贵州的吸引力不

断加强，四川和重庆的吸引力在削弱，但与此同时，通

道区域合作则在加强，尤其两地作为西南对外开放腹

地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视。

2．维度二：泛区域合作——第三亚欧大陆桥

的构想和南北丝绸之路

云南、广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大开放的

热土，广西的钦州港、防城港、北海地价以惊人速度

飙升，两省区边贸十分红火，云南还得益于西南六

省区经济协调会收获的成果“昆交会”。进入21世

纪，在上述一系列通道建设成果和区域合作机制推

进下，在西部大开发推进下，两省区对外开放进一

步提速。特别是环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建设被作

为西部大开发“十一五”确定的重点开发建设区域，

对外开放和各方面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在云南，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一直孜孜不

倦推进“大通道”建设，积极参加各种次区域合作。

在学术界(特别是云南社科院)，从1990年代以来

一直连续举办中、印、孟、缅四国会议，探讨“昆明合

作机制”，研究南方能源国际合作通道。今天，云南

更大胆地提出一个令人兴奋的构想——第三亚欧

大陆桥，一个以深圳港为代表的广东沿海港口群为

起点，昆明为枢纽，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

坦、伊朗，从土耳其进入欧洲，最终抵达荷兰鹿特丹

港，横贯亚欧21个国家的“第三亚欧大陆桥”构想，

一个“海陆并进”的南方丝绸之路和对外开放构想，

被云南提到世界面前H J。

类似南方丝绸之路的构想不仅是国内讨论的

热点，也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其关注也并非

自今日始。近期看，从1980年代至今，一大批香港、

台湾、祖国大陆学者都在积极研究。香港学者黄枝

连教授孜孜不倦地推动“大中华经济圈”的研究和

演讲，而且在他主持香港21世纪基金期间，上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资助西南各省市社科院连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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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讨论如何联合起来走向东南亚南亚，资助云南社

科院探讨“昆明合作机制”。近年，黄教授在国内外

讲学中又不断阐述从三大经济圈到四大经济圈、新

丝绸之路经济圈、新欧亚大陆桥等怕1。随着近年来

中国东部产业转移的国内国际路线、西部大开发深

入推进和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深化、“金砖四

国”的崛起，类似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各种构想更

加层出不穷，如日本国内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

学者提出的“华南一西南一北越经济圈”构想①。这

些学术见解，从更多角度为我们研究成渝经济区对

外开放打开了视野。

3．维度三：国际区域合作——中国一东盟自

由贸易区建设

在西南各省积极推进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

同时，我国与东盟10+1和10十3的合作机制建设

也在提速，尤其lO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提出，一个人口超过17亿、经济总值达24 000亿美

元、可望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主要由发展中国

家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为西南

和成渝经济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

一个更新更高层面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近十年，我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相

互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和东

盟双边贸易保持年均近20％的增长速度，贸易规模

不断扩大。东盟作为整体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

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

伙伴。西南与东南亚、南亚有悠久的交流历史，有

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指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成后，四川I、重庆、广西、云南等西部省区将成

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目前它们一半出口货物都是

流向这些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区如能建成，不仅会

刺激这些省区的进出口大幅增长，而且直接惠及外

贸港口。据估计，未来仅西南地区每年就将有4 000

万吨货物要从广西各港口出海。有港口优势的广

西和与东南亚陆地相连的云南，将首先迎来又一次

建设高潮。据报道，广西各大港口正在扩大投资规

模，北海、钦州、防城港口群计划在5年内，总吞吐能

力达到3 050万吨以上，比现在新增1 200万吨∞J。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给西南特别足云

南、广西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对外开放契机。在2002

年云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咨询团第五次年会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甚至认为这个

机遇“不亚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深圳面临的机遇”。

这些机遇，自然也使地处西南的成渝经济区受益。

除了上述区域合作机制，成渝经济区还应推进

和深化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重点区域的

合作。

在人类进入海洋时代的今天，海洋通道和东部

沿海毫无疑问仍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但

随着亚欧大陆桥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海陆并进”

对外开放格局的逐步凸显，陆上国际能源通道的日

益拓展，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地位，必将

不断提升。成渝经济区深处西部内陆腹地，这是自

然条件确定的区位。但如果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

发出发，从东西部开放平衡要求出发，从国家经济

安全特别是能源安全出发，从中国政治经济地缘条

件出发，从核心区域合作与通道区域合作出发，成

渝经济区就可能变后方为前沿，就可能从西部内陆

腹地走向西部开放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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