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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日前提出到2020年，粵東西北地區各市要形成產值超500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產業集群。縱觀過去一年，廣州助力清遠、深圳攜手

河源、東莞領跑韶關成為廣東省區域之間合力發展的前三甲。記者日前走
訪清遠、河源、韶關三地產業園區發現，它們從最初的產業轉移全盤接
收，蛻變為高標準選資共建。以深圳幫助河源引進中興通訊項目為例，該
項目全面建成投產後，新增工業產業將超過1,000億元。

優勢互補 聚集發展
對於珠三角而言，新一輪的幫扶工作是廣東發展新格局的開端，改變過

去「輸血」的做法，轉向開發型的「造血」。粵東西北在融入珠三角的過
程中，逐漸從「產業轉移」改變為「產業共建」。韶關市委書記江凌表
示，在推動韶關改革過程中，要求借鑒東莞，尤其是珠三角經驗，實行項
目投資建設「直接落地」，從根本上解決項目落地難問題。

作為曾經的工業重鎮，韶關近年來的發展與珠三角乃至周邊地區相比還
有一定的差距。當前，環珠三角地區和廣西、江西、湖南等泛珠三角地
區，都紛紛主動拉近與珠三角地區的距離。

江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珠三角和環珠三角地區的區域融合發
展格局正在形成。韶關要因勢而謀、順勢而為，轉變過去簡單承接低端產
業轉移的招商思維，以產業共建的理念開展招商，引導珠三角企業在大珠
三角區域統籌佈局，打造跨區域產業鏈，形成同一水平、優勢互補的區域
產業分工格局。

此外，江凌還提出韶關與珠三角共建產業園的兩個重要方向：一是要依
託韶鋼特種鋼的材料優勢，由東莞主導規劃建設珠西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
的配套區；二是與廣州合作，運用市場機制，在韶關與廣州接壤的南部地
區共建產業融合發展區，形成與廣州的產業配套關係。

記者獲悉，今年上半年以來，莞韶產業園簽定招商項目5個，合同引進資
金達18.42億元，落戶園區的裝備機械項目已投的有122個，規模以上機械
製造企業40家，園區裝備製造產業正逐步實現聚集發展。

投資熱土 「坐等商來」
與莞韶產業園模式類似的還有廣清產業園。記者來到廣清產業園發現，

這座剛滿兩周歲的園區變化很大，從原本雜草叢生、磚廠遍地，到如今大
批企業到此設廠，成為投資熱土。據悉，目前園區有七成是來自廣州的企
業。

廣清產業園管委會主任黃偉華說自己是一部「活廣告」。他帶着自己的
團隊，由廣州開發區入駐產業園的一年多來，三句話不離園區相關情況。
隨着廣清一體化的推進，獨特的地理優勢加上廣州開發區派出團隊主導的
管理模式，廣清產業園憑着「清遠的成本，廣州的服務」吸引了眾多產
值、稅收高，投資規模大，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術企業落戶。

此前，廣東省省長朱小丹來廣清產業園調研時，與富強汽配董事長陳茂
鏡的一段關於企業成本的對話，讓園區不少工作人員至今記憶猶新。

「有沒算過賬，成本降了多少?」朱小丹詢問企業從廣州遷到清遠後成本
變化如何。陳茂鏡回覆說降低了一半。雖然遷來清遠物流成本略漲，但用
地、用電、用工成本降了。尤其是安裝了新設備後，生產成本大幅降低。
陳茂鏡在現場用數據做了一個對比，他說，在廣州要2個人運作1台設備，
如今在清遠1個人運作2台設備。他又對比了工廠人數，廣州有600多名工
人，清遠只有70多人的規模，但清遠的產
能已達到廣州的三分之一。

朱小丹聽後高興地表示，降了一半成本
相當於提升了一倍競爭力。廣州的製造企
業轉來清遠，物流成本可能會漲，但綜合
成本肯定下降，讓企業有了更大的發展空
間實現轉型升級，這是雙贏局面。最後朱
小丹還特地和現場園區工作人員說：「將
來找機會跟配套企業講講，不要留在廣州
了，都到清遠來。」

對於目前園區投產形勢，黃偉華信心滿
滿地告訴記者，如今前來洽談者絡繹不
絕，實現了「挑商選資，坐等商來」的火
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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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廣東速度」曾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舉

世矚目的先富樣本，那現在區域之間的「產業共

建」則為內地的產業轉型之路摸索出了「廣東樣

本」。本報記者近日深入粵北地區的河源、清遠

和韶關採訪時看到，經過多年摸索，粵北攜

手珠三角，通過產業共建逐漸嶄露頭角，為促進廣東區域協調發展做出行之有

效的實踐和探索。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每一輪的產業結構大調
整，都伴隨着無數人的創
業和再創業。當前內地經
濟結構正經歷新一輪巨

變，服務業崛起，傳統的低端產業消沉。
隨着社會經濟發展，珠三角地區各種生
產成本，如人工、租金、地價等不斷上
漲，依賴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起來的港
商必須尋求出路，開發新的生產基地降低
生產成本，保持市場競爭力。

「『前店後廠』經濟合作模式需要改
變了。」江凌在港澳主流媒體走訪粵北
了解當地產業轉型規劃時表示，香港在
珠三角的企業應該抓住區域共建謀商
機。他認為，香港企業要從「前店後
廠」的模式中走出來，在共建一小時大
珠三角區域熱潮中，構建「總店跟分
店」關係。企業應該把核心研發中心放

在泛珠三角區域，吸收內地人才，鞏固
發展內地市場，而產業配套則可放眼整
個大珠三角區域。此外，找準內地對香
港專業服務的需求，將諸如產品的設
計、管理、運輸、貿易等有關服務帶過
來，從要素驅動變為創新驅動。

據悉，江凌此前在東莞、珠海、清遠
的工作中，主抓經濟發展，其中有不少
與港澳企業工作交流的經驗。

清遠作為珠三角企業轉移的熱門地，
港資企業一直是其外資的重要組成部
分。記者從清遠市政府得知，今年上半
年清遠新設7家外資企業，全部為港資企
業，主要涉及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電
子科技、服飾生產等行業。其中，香港
建滔集團等一批優質港資企業早期的入
駐，也為清遠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
用，吸引了一批配套企業。

11月底的粵北，秋意
漸濃，風清雲淡。此行
探訪粵北的傳媒團中，

有第一次到訪的新聞同行不禁慨嘆，粵北
的城市發展讓人出乎意料，交通設施完
善、生態環境優良、城市面貌也不俗。

改革開放以來，率先發展起來的珠三
角地區，坐擁廣州、深圳兩大一線城
市，名動全國。相較之下，同屬一省的
粵東西北地區，在經濟總量、增長速度
等方面就顯得滯後了許多。也因此，外

界對粵北地區所知有限。此行到訪粵北
的河源、清遠、韶關三市，在享受便捷
舒適的現代城市設施的同時，又可以沉
浸在優美的生態環境裡，這樣的體驗着
實讓人意想不到。

前些年，內地很多城市為了發展經濟，
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經濟總量確實成
倍增長，但居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
卻因為空氣、河流的嚴重污染，而備受困
擾。走在內地發展前列的廣東，意識到這
個問題之後，除了在全省範圍內劃定不同

的發展功能區之外，選用主政粵東西北地
區的地方官員時，多以在珠三角歷練過的
幹部為主。

有接近組織部門的學者就曾告訴記者，
這樣的幹部，既能把經濟發達地區行之有
效的經驗發揮出來，也可以總結過往弊
端，讓後發展地區的發展路徑、發展質
量，更符合自然和經濟規律。這也就是為
什麼後發展地區，往往可以後來居上，既
保持了較好的生態，工業經濟又得以長足
發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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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前車之鑒 方可後來居上

推「總店分店」模式 取代「前店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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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主流港澳主流
媒體走訪粵北媒體走訪粵北

了解當地產業轉型了解當地產業轉型
規劃規劃。。

■■韶鋼為韶關建設先進裝備韶鋼為韶關建設先進裝備
製造業提供產業支撐製造業提供產業支撐。。

■■韶關依託韶鋼特種鋼韶關依託韶鋼特種鋼
的材料優勢的材料優勢，，助力建設助力建設
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的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的
配套區配套區。。

經濟轉型系列
二之一

粵
北

■韶關市委書記江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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