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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全球物流巨頭DHL的負責人宣佈，
將在成都正式開通首條由成都至香港的直航全貨
運航班。屆時，「成都造」的IPAD3將有望通過
該條航線，更快捷地運往世界各地。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此前曾說，「世界上

過去的經濟重心都在大江大河大海的附近，世界
大城市都是靠大江大河大海，原因是運輸便
宜。」但是，隨㠥人們消費結構的變化，價值
高、重量輕的產品，對運輸的依賴越來越小，便
宜的運輸不是關鍵，航空運輸反而有優勢。茅于
軾認為，從成都現有的幾個製造中心來看，如計
算機、LED都是價值高重量輕的東西，而且航空
運輸條件也十分優越，「內陸的機會更多」。
正如茅于軾所言，成都西部內陸，既不沿海也

不沿邊，建設開放型區域中心和國際化城市仍然
面臨㠥地理區位上的劣勢。因此繼續發展全球化

的交通網絡勢在必行。
「成都必須全力打造交通優勢來彌

補地理區位的劣勢。」中共四川省委
常委、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坦言：成
都要成為中國西部地區「交通主樞
紐」，融入全球交通大循環中，首先要把交通擺
在優先位置，下決心首攻交通、大興交通。
2011年6月，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ANA）開

通了成都至日本東京（成田）直航航線。這是該
公司在中國內地的首個樞紐，每天將往返1次。
成都和日本東京之間，將有兩條直飛航線，這將
大大縮短兩地的空中交通時間。
2012年中國農曆新年後不久，成都至印度孟買

的直達國際航線正式開通，這是成都第二條直飛
印度城市的航線，也是中國內地唯一直飛孟買的
航線。這對於成都乃至中國西部地區與印度及南

亞國家的經貿交往、科技合作產生積極影響，使
成都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更加突出。
據成都官方此前公佈的數據顯示，目前該市已

經擁有7條國際直達航線，12條代碼共享國際航
線，到2015年成都包括貨運在內的國際直飛航線
將達到30條。而僅在2011年，成都就開通了成都
至阿拉山口鐵路「五定班列」，新增成都至東
京、阿布扎比等9條國際直飛客貨航線；雙流國
際機場旅客吞吐量近3000萬人次，成都已經成為
中國內地空港第四城。完善的國際交通網絡，縮
短了成都與世界的距離，也縮短了世界走進成都
的距離。

強大的經濟活力，當然離不開優秀的創新能力
和創意氛圍。成都在其45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一
直都不缺乏創新的特質。
從「南方絲綢之路」，到宋代「交子」，再到

「新中國的第一張股票」，不難看出，這座被詩人
譽為「錦官城」的城市，充滿了創新的DNA。
目前，成都擁有㠥中國最高端的科技研發基

地，2700多個科研機構和各類職業技術院校，80
多個國家級研發中心，80多萬專業技術人才。成
都還是中國中西部地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最集
中的地區之一，有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42
所高校，每年20多萬的高校畢業生，為城市創新
輸送㠥持續的活力。

這些都為成都的科技創新及成果轉化提供了強
力支撐。2011年7月，一款名為「神鳥」的新型
高效太陽能電池在成都誕生。它將太陽能電池的
光電轉換效率提高至18%，高出常規電池一個百
分點。這1%的「一小步」，使成都新能源產業邁
出了「一大步」，「成都造」太陽能電池技術由
此躋身國際一流行列。
這只是成都科技創新中的一個縮影。僅2010

年，成都市專利申請量達31261件、授權量達
25981件，均居中西部第一位、副省級城市第二
位。截至去年底，成都已成功申報250多項國家
科技項目，新組建汽車零部件等產業創新聯盟和
太陽能光伏研究中心等研發機構，新增知識產權

試點示範和創新型企業147家，成都生產力促進
中心獲批國家級技術轉移示範機構，獲批國家生
物醫學材料及醫療器械產業基地。
據中國社科院此前發佈的《2011年中國城市競

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成都
的科技競爭力位居中國西部地區首位。

做大《財富》蛋糕

英特爾（成都）有限公司總經理卞成鋼此前
接受記者採訪時，對公司過去9年在成都

的發展給予肯定，「如果給英特爾在成都的發展
打分，我會給10分的滿分。」

1993年11月，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
之一的寶潔與成都簽

約，拉開世

界500強企業戰略佈局成都的序幕。到2011年7月
成都已是中國中西部地區首個擁有世界500強企
業數量突破200家的城市。從寶潔到麥當勞，從
豐田汽車到德國大眾，從英特爾到台灣仁寶⋯⋯
選擇成都的原因與這座城市「3小時內輻射5億人」
的財富機遇密不可分。成都雖地處中國西南內
陸，但隨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不斷加大，
「蜀道難」已成歷史，成都一變而成為中國與歐

洲、南亞、中東等地區經濟往來的樞紐，
市場潛力巨大。

英特爾2003年在
成都投建工廠，此
後三次追加投資，
總投資額達6億美
元。卞成鋼表示，
「我們相信當時選擇
成都是十分正確
的，在未來，英特

爾還將與成都共同發展、成長。」
靠海而興的「世界船王」馬士基2010年將其

最大的辦事機構，設在了遠離海洋1500公里的
成都。當時，馬士基全球首席執行官柯林給出
的理由是，成都擁有極具競爭力的鼓勵措施和
地域成本，另外員工生活成本也是考慮的關鍵
因素之一。
馬士基中國區高級執行董事邵偉稱，他們制定

了一套計劃，擬讓更多公司內部人才從世界各地
調動到成都工作。

「飛躍」世界500強助推成都

「大本營」立足西部的全球

創新精神千年之城的

4月10日，《財富》全球論壇在成都舉行媒體見面會，其全球總編輯蘇安迪在見面會上

稱，成都是《財富》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這是《財富》全球論壇第四次選擇中國，也是首次選址中國內陸城市。對此，蘇安迪給

出了「十全十美」的選擇理由。「這裡有健全的基礎設施，有濃厚的城市底蘊，當然政府

也有一個積極的態度，更重要是成都對於大家都極具吸引力。」

從新加坡到巴塞羅那，從香港到成都⋯⋯《財富》的每一次選擇，都代表㠥一種活力，

傳遞㠥一種信號。對於成都，《財富》的青睞、企業的選擇都有㠥同樣的理由：極具活力

的城市經濟、強大的市場輻射能力、濃厚的文化底蘊、創新氛圍⋯⋯ ■文/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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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政務環境作為當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因
素，一直以來，成都為打造一個「服務無處不在的
政府」，為外來投資者創造一個優越的政務環境而不
懈努力。從2003年開始，成都市在全國率先實施規範
化服務型政府建設，積極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
2001年，成都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建設規範化服務

型政府的目標，經過多次精簡，成都全市各部門內
設行政審批機構由原來的179個減少到現在的48個。
2010年1月28日，成都市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

行平台「網上政務大廳」開通試運行。在這個中國
第一家虛擬與實體相結合的「網上政務大廳」裡，
市民可以查詢到成都市49個市級部門7437項行政權
力及其運行流程，可以向政府部門進行24小時網上
在線諮詢，可以提交辦件流水號和身份證號查詢辦
理進度和辦件結果，將來還可以網上查詢行政處罰
情況。
早在2007年，成都市就把並聯審批作為深化行政

審批制度改革的突破口，通過流程再造，實現了
「一個窗口」受理、「一個窗口」辦結的「一條龍」
服務。企業申辦任意一個審批事項，只需要備齊相
關材料，前台負責申報，後台負責審批，極大地提
升了現場辦結率。
通過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深化行政審批制度

改革，成都的招商引資、投資服務的專業化程度和
服務企業的能力日益提高，政務環境不斷優化，成
都已成為中國同類城市中審批事項最少、審批效率
最高的城市之一。
對完善政務環境精益求精的追求，給成都帶來了

豐厚的「回報」，成為其在眾多城市競爭中脫穎而
出的核心魅力。幾乎每一個落子成都的投資企業，
都會毫不例外地為成都優質高效的現代政務服務送
上由衷的讚美，並把其列為選擇成都的最重要理由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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