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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智库学者“对话”成都

来自世界 10多个国家的智库学者和中国专家共同组成智囊

团队，在成都考察交流，为蓉城发展把脉。

论坛正式开幕前，中外嘉宾们先后走访了成都市规划馆、天府

软件园、天府新区，了解成都城市的发展风貌。大家对成都的城市

定位、规划发展、建设情况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频频点赞。

在成都市规划馆序厅，形象墙上“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定位让嘉宾们

深切感受到成都的高站位、大格局。沙盘模型、多媒体设备、图片

文字等集中展示了成都 4500年来的发展脉络与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的蓝图构想。在天府软件园和天府新区，嘉宾们又实地感受

到成都产业、科技、城市建设、绿色生态的高水平发展。

论坛期间，专家们就“‘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新愿景”“智库合

作与全球治理新方案”“改革开放与全球治理新动力”等主题展开

平行分论坛的讨论。

成都作为高速崛起、城市能级快速提升类城市的代表，尤其需

要智库在其成长的关键阶段参与发挥力量。近年来，成都积极探

索，借助国内外智库提供的智力支持，提升城市治理建设水平，也积

累和创造了可供同类城市借鉴和探讨的新经验、新路径。

论坛结束后，中外智库学者们共同发布了一系列重量级报告

以及《当代中国与世界智库论坛成都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并

在会上揭牌“国际智库合作交流研究基地”。《共识》是参会嘉宾学

者们意见建议归纳、整合的文本化形式，体现了智库在全球治理中

智力支持的作用。而基地的成立，标志着成都成为中外智库学者

国际合作的实践地，是国际智库合作交流网落地的体现。未来成

都将有更多的机会利用中外智库的智力支持，为自身的城市发展

和地方治理提供新思想、新理念、新经验、新方法。

蓉城发展势头锐不可挡

近年来，成都在多方面发展迅速，城市综合实力、知名度和美

誉度迅速提升，在各个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监测报告、统计数据、

城市排名等成果中，都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近日，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编制的《世界城

市名册 2018》发布，GaWC 以其独特视角对城市进行 Alpha，Beta，

Gamma，Sufficiency（+/-）划分，以表明城市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位

置及融入度。成都排名上升至 71，再度跃升两级，至 Beta+，保持

在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地位。

今年夏天，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
2018》，推出了全球 300个大都市经济运行表现指数榜单，成都仅
次于爱尔兰都柏林、美国圣何塞，位列第三；同样是今年夏天，标准
排名城市研究院发布了全国首个新文创领域城市排行《中国城市
新文创活力排行》，成都在 100个城市样本中脱颖而出，赢得综合
排名第一。

成都的好并不只是体现在报告里的评分和排名上。在许多领

域，成都的发展都令人瞩目。

在经济方面，成都经济总量已跨入“万亿俱乐部”。电子信息、

生物制药、汽车制造、现代金融……各种高质量、有竞争力的产业

全面发力。

除了在传统的经济领域表现优异，在新经济方面，成都已明确

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

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在城市的定位和规划上，《成都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在充分学习借鉴雄安新区、北京、上海等规划经验的基础上高

水平编制，规划定位无一不体现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在最新一轮

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成都锁定未来“三步走”战略目标——2020

年，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

中心城市；2035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全面建成泛欧泛

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现

代化新天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此外，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面向“一带一路”的国际门户枢纽、中

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是中国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

市；成都是世界旅游组织评定的 2017 年全球首选 17 个目的地之

一；驻外使领馆日渐增多；世界旅游大会等众多国际性会议在成都

举办……这些都有助于成都国际地位的提升。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

在本次论坛中，“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关键词。平行分论坛其

中一个主题就是“‘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新愿景”，参会的智库机

构有部分国家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嘉宾学者里更有不少关注、

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

成都与“一带一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座中国西部的国

际门户枢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中获得了丰硕成果。

中欧班列（成都）从首发至今，已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

体开放新态势，全面构建起成都向北至俄罗斯，向西至欧洲腹地和

中亚各国，向东依托“蓉欧+”通道和长江水道辐射我国港澳台地

区及日本、韩国及至美洲地区，向南至东盟的“四向”国际物流通

道，逐步形成通达全球、陆海内外联动的国际化内陆枢纽。

在中欧班列不断联结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同时，成都的

航空也发展迅速，让成都成为中国西部的重要枢纽。世界主要城

市基本都在成都15小时飞行圈内，而成都与这些城市间的航线越

来越多，已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重要枢纽城市，

包含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城市。

根据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统计，截至目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国际（地区）航线112条，今年预计年吞吐量将破5000万人次。同

时，天府国际机场正在建设中，完成后，成都将成为国内第 3个拥

有两座国际机场的城市。

交通上的联通也促成了成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更多的

经济往来。例如中欧班列的开行让TCL有机会在波兰设厂，将零

部件通过火车运输到波兰，在当地组装电视。许多欧洲的红酒、肉

类，甚至汽车，都通过中欧班列运回国内。如今的成都，正高标准

建设成都国际铁路港、欧洲产业城、“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园等，打

造“一带一路”供应链上的开放型经济高地。

同时，成都的各部门、各区（市）县、各园区也都积极主动策划

“走出去”和“引进来”活动，带领当地企业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资源。前不久，2018欧洲·成都合作周代表团在德国、斯洛伐

克、匈牙利开展多个推介和交流对接活动，以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为

切口，就城市建设、楼宇经济、服务贸易等多个产业领域进行推介

并向与会嘉宾分享成都发展机遇。

在成都高新区的中国—欧洲中心，自2017年5月以来已吸引

48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办事机构入驻，成为中西部地区对欧

交往合作的新窗口，成为成都国际化合作的名片，相继承办了

2017 国际创业孵化峰会、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

中欧创新创业投资峰会等活动。

此外，在“民心相通”的文化交流活动方面，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国家文创产业座

谈会的举办，以及各种演出、艺术展览、文化推广、美食节活动的

相互举办，都让成都在文化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

充分而密切。

11月21日至23日，“2018当代中国与世界智库论坛”在成都举行。本次论坛以“智库合作发展与全球

治理创新”为主题，汇聚来自10多个国家的智库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如何以智库推动全球治

理创新，如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何依托智库建设助力成都创新发展，为成都各个领域的发展

突破出谋划策。

中欧班列蓉欧快铁 中国—欧洲中心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效果图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