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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處柳州的柳工機械
公司產品體積大，重量

沉，倚重鐵路和公路導致運輸成本
偏高，每年運輸費需1.5億元左右。如果走水
路順西江而下呢？公司副總裁黃祥全樂觀估
計，一年運輸費可節約1億元。

若合理開發 運力相若20條鐵路
和柳工一樣，柳鋼也懷㠥通江達海的夢

想。柳鋼每年通過水路外運的鋼鐵近300萬
噸，目前正在擴建鷓鴣江碼頭。瑞中運公司
負責人陳金榮表示，大部分鋼材外運廣東以
及浙江、上海。大籐峽水利樞紐工程竣工
後，將極大地改變通航條件，陳金榮提高音
量一揮手說，「喔，那就可以直接下了，
1,000噸到2,000噸船直接下廣東，優勢就會
體現出來。」

聯手粵港澳 力推「黃金水道」
廣西西江全長1,480公里，它會否成為一條

黃金水道？這牽動㠥廣西西江流域11座城市
的目光。據廣西發改委測算，如果合理開
發，整條西江水系相當於20條鐵路的運力。
西江水運巨大的潛力不再沉睡，漁家槳聲欸

乃的畫面將被貨船
鳴笛穿梭取代。

水運只是一種可能的交通選擇，貨物何
在，運貨何為？西江3,000噸直航水道只是
一枚棋子，廣西區委、區政府盯住的至少
有三重戰略棋局：從廣西自身來說，借助
水運構建西江經濟帶，推動廣西整體崛
起；從國內區域經濟來說，推動西江上下
游滇黔桂粵港澳互補合作；從國際開放角
度來看，在北部灣之外打開另一個與東盟
國家合作的門戶。
2011年8月9日，《廣西西江經濟帶發展總

體規劃》評審獲得通過，評審委員集各大重
量級機構的頂尖專家在內，包括中國科學院
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發改委、國土
資源部、國務院研究室、住建部、北京大學
等部門。
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楊道喜表示，西江

經濟帶對協調廣西發展格局乃至西南地區經
濟社會發展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到2030
年，最終形成與東盟、粵港澳、西南三大板
塊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

正因為西江各城市紛紛提出4至6個甚至更多百億元產業，廣西
豪氣干雲，提出打造14個千億元產業。而上述產業大部分分佈在
西江流域，西江經濟帶上萬億產業框架已然浮現。2010年2月
底，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出台《關於做大做強做優廣西工
業的決定》，明確優先重點發展14個千億元產業，大力發展四大
新興產業，形成「14＋4」的產業集群。
有半數千億產業已經或即將在今年實現。其中，食品工業銷售

收入在2008年就已突破千億元，汽車、石化、電力、有色金屬、
冶金、機械6個產業將在今年實現銷售收入超千億元。2015年要
實現建材、造紙與木材加工兩個產業銷售收入超千億元，剩下電
子信息、醫藥製造、紡織服裝與皮革、生物、修造船及海洋工程
裝備等產業實現千億目標的時間表是2020年。同時，廣西提出逐
步做大做強做優新材料、新能源、節能與環保、海洋四大新興產
業，力爭到2020年也實現銷售收入近千億元。

萬億產業框架浮現廣西區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蔣升湧對廣西經濟前景非
常樂觀，預計到2015年達廣東GDP規模的三分之一，2020年
超過4萬億規模，逼近目前廣東水平。「石油化工在10年左
右可能達到2萬億規模，鋼鐵產業達到1萬億，以糖為主的
食品行業也會實現1萬億銷售收入。」而且，蔣升湧認為，
沒有廣西的崛起就沒有全國全面小康，「前三十年以廣東
為代表發展起來，後三十年應該以廣西、四川為代表。」
儘管，廣西追趕今日廣東的夢想是否存在變數難以預

測，不過，行走在西江沿江城市，人們確實會不斷被發展
迅猛的消息所震驚。比如，桂平龍門陶瓷產業園已吸引10
多家企業進入，該園區規劃總面積2萬畝，計劃總投資250
億元。桂平市長楊評防表示，這裡將崛起世界上最長、產
量最大的陶瓷生產線。臨近的藤縣中和陶瓷產業區規劃面
積也到2.1萬畝，建設規模是200條生產線，產值200億元，
配套產業100億元。

2020年超4萬億產業
逼近目前廣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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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間，廣西內河水運建設完成
投資約63億元，是「十五」期間的3.4倍。
2011年完成投資55.96億元，同比增長七成。
「十二五」期間，國家開發銀行將融資400億
元參與西江黃金水道建設。按廣西此前提出
的計劃，西江黃金水道項目總投入740億元。
西江開發規模，前所未有。

港口吞吐量 今年料逾億噸
西江建設高標準、大運能的航道、樞紐、

船閘及港口工程。桂平二線3,000噸級船閘已
建成通航，魚梁航運樞紐工程、長洲三四線
船閘工程穩步推進，郁江老口樞紐工程等已

開工；西江航運幹線貴港至梧州2,000噸級航
道等已建成通航，南寧至貴港2,000噸級航道
已開工；南寧港一期工程、梧州港李家莊作
業區三期工程、貴港港貓兒山作業區二期工
程等29個港口建設項目按計劃推進。

水運成本低 運力大效率高
按照規劃，2012年，廣西內河港口總吞吐

能力達到1億噸以上，初步實現億噸黃金水
道的目標。到2015年，總吞吐能力達到1.5
億噸以上；2020年前，連接南寧、貴港、梧
州、百色、來賓、柳州、崇左七個市共
1,480公里水路，全部建成1,000噸級以上高
等級航道，其中南寧、來賓、柳州以下建成
2,000噸級航道。

西江的誘惑不僅在於相當20條鐵路運力之
大，還在於水運成本之低。鐵路運輸每公里
每噸成本是0.15元，公路是0.5元，而水運只
要0.04元。這意味㠥將為
中上游貴州的煤、雲南的
磷、廣西的鋁輸往資源消
耗缺口頗大的廣東和港澳
地區，提供了一條巨大的
低成本運輸通道。
港企華潤水泥公司在西

江主航道沿線的田陽、武
宣、貴港、桂平、平南、
封開等地佈局，沿江基地
規劃水泥總產能超過
4,000萬噸。對水路運輸

的成本優勢，一名從事過水泥行業的企業管
理人員鄭先生深有體會。他表示，如通過陸
路水泥輻射半徑不能超過300公里，否則運
輸成本太高就無利可圖，但是，有了水路就
有它必然的優勢。2011年上半年，華潤貴港
公司生產的365萬噸熟料水泥中，有130萬噸
借道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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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水運促產業合理化 形成跨區域西江經濟帶

斥資740億 做大「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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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西江經濟帶戰略為廣西沿線城市帶來了巨大的

推動力。僅2011年1月至9月期間，沿江7市的固定資產投

資同比增長三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4.8%，同時大幅

帶動當地財政收入增加兩成多。西江水運條件的不斷改

善，吸引了國內外投資者。沿江城市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勢

頭進一步增強，產業集聚效應日益顯現，已形成了陶瓷、

建材、汽車等沿江產業園區。

貴港市委書記王可表示，提高西江經濟帶產業競爭能

力，重點把能源、建材、冶金、糖紙和農林產品深加工等

分別打造成為產值超100億元的產業。到2015年，GDP力

爭突破1,000億元，實現翻番。

水運條件改善 推動區域發展
來賓黃金水道建設辦副主任藍文忠表示，來賓定位為新

興工業城市，沿江工業帶包括紅渡工業園、合山工業園、

鳳凰工業園以及兩江交匯處的石龍工業園和武宣工業園。

未來5年，來賓將形成信息技術產業、汽車(機械)配件製

造產業、鋁精深加工產業等6個以上超百億元產業。

由於地域與廣東接壤，梧州和賀州市可謂左右逢源，既

納入西江「億噸黃金水道」，又在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中

近水樓台先得月。賀州市市長白希表示，賀州是承接東部

產業轉移的橋頭堡，金融危機後承接東莞產業轉移成效明

顯。同時，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力爭5年間打造4至5

個百億元產值的工業產業。

梧州市黃金水道辦常務副主任劉建宇表示，梧州是產

業與航運結合得最好的城市。2011年，梧州市「五園八

區」實現跨越發展，而其未來產值更加驚人。以輻射粵

港澳的產業轉移示範區為例，規劃建設200條生產線，

計劃產能200億元，兩年內已有80多條生產線投產。另

外，不㢛鋼產業園設計產值1,000億元，珠三角產業園

規劃產值1,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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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同時，西江經濟帶還打通上游滇黔出海通道，承接下游粵港澳產業轉

移。西江，變成一條年吞吐量達億噸之巨的黃金水道，借助水運的便利沿江

發展工業區，聚集近十個千億元規模的產業。所形成的西江經濟帶，不僅對

改變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還將在2030年最終形成與東

盟、粵港澳、西南三大板塊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熊君慧　廣西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