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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朝欢

“改革和开放带来了很大的

发展红利”“义乌找到了一个动

力，就是市场和市场经济”“浓缩

了中国主动改革拥抱开放的里

程”……浙江省义乌市委常委、

副市长多佳如是表述。

日前，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

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举行，

多佳在“创新驱动培育新经济新

动能”专题对话环节畅谈改革开

放40年创新发展给义乌带来的

变化。

五代市场
创新发展是升级动力

“改革开放之前，义乌只是

一个面积不大的落后的小县，现

在城区的建成面积超过100平

方公里。2017年，我们的地区

生产总值1158亿元人民币，进

出口的总额345亿美元。”多佳

介绍道。

在行政级别上，义乌不过是

隶属浙江金华的一个县级市，却

被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

市场”，和全世界做生意。义乌

经营面积超过640万平方米，摊

位有7万多个，汇集了180多万

商品，出口到国外 200 多个国

家。220万人口，只有80万是本

地人，超过144万是外来人口，

每年大约有55万人次的外国人

会来义乌采购，常驻于此的外商

达1.5万人。

从“鸡毛换糖”起步的义乌，

是怎样一步步在改革开放中转

型为“全球电商”？多佳总结说，

这种变化来自义乌的创新发展，

归根结底就是义乌找到了一个

动力，就是市场和市场经济。

回顾义乌白手起家的发展

历程，多佳直言不易。“现在市

场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了，但

是回到40年前，私营企业者进

行市场交易和买卖是违法的。

义乌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

最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第一个小

商品市场。”

这是义乌第一代在马路上

进行市场交易。第二代市场，义

乌升级为一个批发市场，进行大

众的小商品的交易。第三代市

场，义乌的市场从业者对市场信

息高度灵敏，尝试引进工艺品、

针织、袜子、饰品等工业。第四

代市场，中国加入WTO后，义乌

人跟全世界做贸易，把小商品出

口到国外。

“现在我们正在发展第五代

市场，义乌抓住了电子商务发展

的契机，中国有淘宝、天猫，很大

部分的从业者都是在义乌。”多佳

表示，初步设想是国际贸易和国

内贸易的结合，线上经济和线下

经济的结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

济的结合。

继续改革
持续深化开放和合作

“义乌经验”被总结为：莫名

其妙、无中生有、无奇不有、点石

成金。

“我们回顾义乌市场发展，

其实不难看出，改革和开放给义

乌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红利。”多

佳介绍了义乌近几年为找到发

展新动能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一是继续改革，持续释放开

放政策红利。2011年，义乌获

批国际贸易综合试点改革。最

近，义乌还获批成为国家级跨境

电商试验区。义乌的电商账户

有超过30万个，跨境电商的交

易额750亿元人民币。同时，义

乌还在开通贸易通道。“现在的

物流业发展对商贸非常重要，义

乌是新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有

9条线路，辐射34个国家，向东

是宁波港和义乌港合并。”

二是义乌的新动能体现在新

产业上。除了小商品加工产业之

外，义乌还在招商引资一些大的项

目。比如，吉利集团投资了270亿

元建设LED项目，全产业链集群落

户在义乌，建设绿色动力小镇。在

营商环境上，浙江在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而义乌最近设立了一

个“跑一次没办成”窗口。“你的事

情没办成，可以在这个窗口投诉，

最大化地给大家提供经商便利。”

三是义乌通过科技创新助

力城市建设。通过“科技创新+

信息平台”，义乌要实现全市的

信息共享，打造全国首批信用城

市。此外，义乌还特别重视为产

业创新营造很好的知识产权的

保护环境。今年7月30日，义乌

获批设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

心，全面承接了国家知识产权总

局的一些职能。

面向未来，义乌创新合作的

脚步不会停下。多佳表示，未来

要继续深化贸易合作，义乌还可

以打造一些新的创新平台，建设

中欧之间中小企业的合作平台，

重视产业合作的同时，在人才的

交流和培养上加强国际合作。

“现在义乌在做全球青年创新创

业计划，邀请世界各国青年到义

乌来创新创业培训。”

“鸡毛换糖”起步 在改革开放中转型“全球电商”
——浙江省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多佳畅谈创新发展给义乌带来的变化

□ 本报记者 徐 赟

“真正要把城市群搞

起来，没有体制机制、政策

措施，包括基础设施的改

革创新，就会抑制城市群

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杨保军8月1日在成

都如是表示。

当日，第二届国际城

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举

行“城市群助力协调发展”

专题对话，与会嘉宾就城

市群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下一阶段效益从
城市群中来

杨保军分析表示，从

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

来看，大体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展初

期获得了一种结构效应，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利，

包括人口、土地、资本等要

素，依次投向一产二产三

产。这个结构效应的表现

是分散的，“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

当大家都这么干的时

候，发现效益下降了，这时

候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

起来，获得了另外的一个

效应——集聚的规模效

应。在第二阶段，要素不

仅仅是从一产转到二产、

三产，在空间上也形成了

集聚态势。

发展到今天，出现一

个问题，这种过度的集聚

带来了不经济的问题和环

境的问题等等。“下一阶段

的效益从哪里来？通过城

市群，获得分工效应。过

去我们的分工程度低，一

味做大。分工是能够提高

效率的。”

杨保军说，城市群喊

了多年，发展不如意，是因

为被各种交易成本、摩擦

系数、交通成本抵消掉

了。真正要把城市群搞起

来，没有体制机制、政策措

施，包括基础设施的改革

创新，就会抑制城市群的

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城市核心区域
要带动周边发展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丁成日表示，研究显示，城

市增长按规模经济递增，

这意味着城市规模可能没

有上限。换句话说，规模

不是问题。

“我非常同意丁教授

所讲的，规模不是问题，效

率才是最大的问题。人都

往大城市、特大城市跑，为

什么？因为有就业机会，

人是跟着经济活动、跟着

产业走的。并不是像以前

所想的，搞一点基础设施

建设，人就会在那个地方

集聚。”成都市经济发展研

究院院长李霞如是说。

李霞表示，未来城镇

化是我国推动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成渝城市

群是中国西部发展潜力巨

大的城市群。从夜间灯光

大数据可以看到，成渝城

市群在西部经济的活跃度

可谓一枝独秀。成渝城市

群的综合实力在西部也排

在最前面。成都和重庆两

个核心城市，集聚效应也

非常强。

不过，李霞也指出一

个问题。“两个核心城市现

在还处于独自发展时期，

协调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没能有效带动起城市群里

其他的区域。”

杨保军认为，成都对

中心城区要做一些减法、

提升，把一些职能、功能疏

解出去，培育一些外围的

增长点，通过分工协作，推

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所以

成都正在推动跟德阳、绵

阳、眉山等城市由近到远

分工协作，建立一体化的

设施和平台。”

从更高层次共同
规划设计

世界银行全球可持续

发展平台负责人王雪漫建

议，成渝城市群下一步应

关注功能分工、体制机制

等问题，首先是产业协作

机制，从更高层级对产业

协调发展统筹考虑。

第一，制定共同的发

展战略。第二，发展空间

走廊，在做空间规划时，共

同设计，制造双赢机会。

第三，最重要的是机制，双

方同时建立起高层的、固

定化的领导班子，保持经

常交流。

王雪漫表示，重庆一

小时经济圈其实覆盖了成

都等四川省的很多城市。

例如，广安实际上离重庆

很近，如何作为四川的一

部分，利用好重庆经济，把

重庆作为一个中心，服务

于重庆。

李霞建议，建立一体

化市场体系，要解决交易

成本问题；要完善利益协

调分享机制，这是各大城

市非常看重的。“因此，要

促进城市群发展，在财政

体制方面未来要有一些改

革举措。”

城市群助力协调发展
亟须创新体制机制

在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
与会嘉宾就城市群发展建言献策

□ 本报记者 王 进

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的

今天，如何更积极有效地践行绿

色低碳等新发展理念、推动城市

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城市

变革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8月2日，2018年第二届国

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

一场由四川省简阳市委、市政府

主办的“低碳元素与城市经济新

动能”平行论坛在成都世纪城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联合国

人居署、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

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国

节能协会、成都市、简阳市等的

相关领导、专家和学者，以及国

内相关机构和知名企业负责人

等数百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为

城市如何用低碳元素提升竞争

力、培育新动能，推动城市可持

续发展建言献策。

用低碳元素提升竞争力

减少碳排放，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中国为全世界作出了榜

样。继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会晤启动碳中和项

目、确保会议温室气体“零排放”

之后，在8月1日举行的第二届

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开幕式上，四川省和成都市首个

大型会议碳中和项目启动并将

实现常态化。据介绍，此次为期

3天的会议期间经过测算所排放

出的921吨碳排放总量温室气

体，将通过在成都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建设500亩碳中和林，用

未来20年的森林碳汇予以抵消。

据了解，作为我国西部特大

中心城市的成都市，近年来在推

动城市经济低碳绿色发展上成

效明显。成都市市长罗强在第

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

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成都始

终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加

快构建绿色低碳空间体系、产业

体系、能源体系、交通体系、消费

体系，着力打造可持续发展世界

城市的“成都样本”，携手各国城

市共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据悉，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城市发展战略中，成都

市明确提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

动能，出台了《成都市节能减排

降碳综合工作方案(2017-2020

年)》，提出将采取48项举措推进

节能减排降碳，到2020年，全市

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将达到57.4%以上，非化石类能

源消费比重提升到30.3%以上。

“低碳竞争力决定城市未来

发展高度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简阳市委书记赵春淦在平行论

坛上致辞时说。

据介绍，近年来，作为成都

“东进”战略桥头堡的简阳市，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

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现代服务业，发展低碳经济、建设

低碳城市，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

绿色生态的城市底色变得更为厚

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势能

持续增强。“城山相映、人水共生”

的活力文明城市正加快建设。

为可持续发展增添
更多低碳元素

“在通往简阳的高速公路

上，我看见树木郁郁葱葱，植被

遍布城乡；在简阳城区，我看到

在以绿道体系规划思路构建而

成的鳌山公园，市民们愉快地野

餐、慢跑；我还看到了占地上千

亩的西部电子商务聚集区，那

里是一间间低碳绿色的产业工

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发展中心主任徐林在致辞时毫

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简阳的喜欢。

徐林说，此次平行论坛以

“融入低碳元素与培育城市经济

新动能”为主题，围绕技术创新、

绿色发展、经济转型等城市发展

主题开展深入讨论。简阳市明

确把低碳这一元素作为城市发

展新动能并邀请各位专家进行

交流，充分说明了简阳正在以实

际行动响应去年在首届国际城

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所发

布的《成都宣言》，各位专家提出

很多好的城市低碳发展创新理

念、操作办法，有助于简阳成为

全国可持续发展城市代表。

事实的确如此。在当天的

平行论坛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李政、成都市发改委副巡视员

祝小文作了主旨发言；联合国人

居署驻华国家官员应盛、生态环

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中国建

材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秦宪明等围绕技术创新、

绿色发展、经济转型等内容作了

主旨演讲。在随后的圆桌讨论

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为简

阳带去更多的低碳元素，成就更

强的城市经济新动能”纷纷建言

献策。

依靠数字技术、发展循环经

济；加强政府引导、强化市场主

体和资源配置；建设信用体系，

实行积分管理……专家们的肺

腑之言如春风扑面。简阳市委

主要负责人表示，简阳将以此次

平行论坛为契机，认真践行新发

展理念，全面落实公园城市建设

要求，坚持将低碳发展理念融入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

生活之中，发展低碳经济、倡导

低碳生活、建设低碳城市，谱写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简阳篇章。

低 碳 竞 争 力 决 定 未 来 城 市 高 度
低碳元素与城市经济新动能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与会人员就城市如何用低碳元素

提升竞争力、培育新动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展开深入研讨

8月1日~2日，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2018亚太经合组织（APEC）城镇化专家

论坛”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8月2日，在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一场由

简阳市委、市政府主办的“低碳元素与城市经济新动能”平行论坛

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8月1日，在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开幕式上，世界银行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签约并发布《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