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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明文彪

坐在杭州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打
个盹，若在5年前，怎么也想不到人
其实已经在苏北境内。这就是当下
长三角“村落”的真实写照。去年，
长三角 16 个核心城市 GDP 总量逼
近 10 万 亿 元 门 槛 ，占 全 国 的
17.2％ ，依 然 扮 演 经 济 中 心 的 角
色。与此同时，一场危机也在这里
上演，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
高位、企业财务和信用危机，就连曾
经的“带头大哥”上海，经济增长在
全国的排名也已经连续多年倒数第
一。

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在“追兵

渐近”的政绩压力下，各大城市的经
济竞赛仍在继续，维护短期增长排
位和谋划长期变革的博弈也在不断
摇摆。“十三五”时期，长三角城市群
的发展格局总体将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都市区及次都市区组合成
为主流，长三角城市群由“单核引
导”向“单核+多中心支撑”转变。
上海尽管不再是过去那种众星捧月
式的，但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单极作
用依然明显。与此同时，城市群内
其他城市尤其是各县市发展速度加
快，扁平化、嵌套式、多圈域成为重
要趋势。苏州、无锡与常州因紧邻
上海，共同构成区域发展极核，南
京、杭州则因省会地位形成相对独
立的两个次中心。而在第三层级，
苏中苏北，以及浙南的温台都市圈、
金衢丽都市圈，抱团发展势头强劲，
将会对未来核心城市的部分功能产

生分享和替代。总体来讲，长三角
城市群网络化多中心发展的同时，
城市功能的横向竞争和垂直分工也
会更加激烈，外围圈层将在产业、居
住、消费方面的功能得以强化，核心
圈层将更多朝着高端功能、枢纽功
能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功能方向
发展，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均质化倾
向和非制造业的非均质化倾向将成
为重要趋势。

二是交通同城化超预期发展导
致传统区位优势弱化，创新活力取
代时空距离成为城市竞争成败的关
键。泛长三角 1 小时生活圈及 2 小
时经济圈基本形成，彻底改变了城
市群传统的时空观念，苏中、浙南等
地获得了原先不具备的区位优势，
而苏锡常、杭嘉湖的作用和影响力
或一定程度受到威胁，有可能变成
人流、物流、资金流轻易“跨过”的通

道城市。从 2010—2013 年的实际
看，镇江、泰州、扬州、南通等地已经
超越苏州和无锡，成为长三角经济
发展最快的城市，反映与上海的空
间距离长短已非地区竞争成败的关
键因素。如江苏各市自“十一五”起
就把“创新驱动”摆在首要战略。

三是上海自贸区的制度红利逐
渐释放，接轨上海的战略理念需要
作出重大调整。上海自贸区建设不
仅强化了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
心的极核作用，也对周边城市融入
上海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别于深圳
特区、浦东开放开发等历史机遇，自
贸区的“杀手锏”是制度创新而非优
惠政策，“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将
重于辐射带动功能。如自贸区方案
在征求意见时，初稿中 15%的企业
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就被删除，100
项试点任务中超过一半属于制度创

新的范畴，其中负面清单管理更是
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就要求长三角
各城市需要从招商引资接轨为主，
转变为制度、服务、政策衔接为主，
突出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学习和
借鉴，强调在投资贸易便利化、政府
监管模式、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全面
创新突破。在产能总体过剩的背景
下，从对“大企业、大项目”的关注中
抽离出来，用更多时间去学习上海
的“好制度、好管理”。

展望“十三五”，上海在长三角城
市群中的极核作用不会动摇，但核心
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竞争将进一步加
剧，制度、服务、管理创新将成为城市
竞争成败的关键。告别短期经济竞
赛，强势推进结构改革，已经成为浙
江模式再创辉煌的不二选择。

（作者单位：浙江省改革和发展
研究所）

跷跷板上的长三角

■ 链接

本报富阳12月24日电
记者 马悦

今天上午，富阳市银湖街道
勤乐村与唐家坞村的狮子山边传
来了“隆隆”声，伴随着半山腰上
的挖土机一次次来回运送着砂
石，涉及杭州市及沿线建德、桐
庐、富阳部分地区800万人饮用水
安全的千岛湖配水工程正式动
工。若进展顺利，这项杭州历史
上最大的配水工程，将在 42 个月
之后完工。届时，杭州人民能喝
上千岛湖优质水。

这条全长 112 公里的输水线
路，每年将从千岛湖配水 9.78 亿
立方米，并分别在沿途的建德、桐
庐、富阳设立接水点，能够满足杭
州主城区、余杭、萧山和工程沿线
县（市）部分区域分质供水的需
要。未来，杭州将形成千岛湖、钱
塘江、东苕溪多水源供水格局，从
根本上提高供水安全保障程度和
饮用水品质。

惠及沿线800万居民

从地图上看，配水工程将始
于千岛湖淳安金竹牌取水口，沿
途设有建德、桐庐、富阳接水点，
一路以封闭式隧洞输水的方式穿
山越岭，跨越分水江和渌渚江，最
终抵达杭州西郊新修葺的闲林水
库。

经过百公里奔袭，清澈的千
岛湖水抵达闲林水库之后，经闲
林水库调蓄，进而向九溪水厂、江
南和余杭等3个方向输水，最终覆
盖杭州主城区、余杭城区、萧山
区、富阳市、桐庐县和建德市部分
地 区 ，实 现 杭 城 饮 水 品 质 的 质
变。这也意味着，建德、桐庐、富
阳等地同步新增了第二供水水
源，共能满足800万居民的分质供
水需求。

据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
水工程建设指挥部相关人士介
绍，配水线路以全封闭的隧洞为
主，既安全又高效。输水隧洞的
洞径按一年中的最大日用水量来
设计，通过对上下游水位最不利
组合的技术分析，最终确定隧洞
的洞径为6.7米。

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质条件，
输 水 隧 洞 主 要 采 用 混 凝 土 衬
砌。通俗点说，输水管道藏在山
体内，被厚厚的岩石包围着，岩
层 里 面 还 有 一 层 混 凝 土 保 护 。
管道按照地势走，水会顺着地势
流向闲林水库，不容易受到外环
境影响。

经过科学严谨的地质勘探
测绘，千岛湖配水工程选择了地
质条件较优越的线路。水利专
家认为，目前，采用隧洞开挖及

衬砌的施工方法已很成熟，可以
完全控制隧洞坍塌的问题，更不
会影响山体的稳定和引发地质
灾害。

分质供应千岛湖水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水资源、
工程条件和环境影响四大因素
后，千岛湖是杭州第二水源最佳
甚至唯一的选择。

引来好水入杭后，是不是打
开水龙头都是千岛湖水了呢？答
案是否定的。

今后，杭州将分步实现“两分
开、三管网”供水，即生活用水与
工业用水分开、优质饮用水与一
般生活用水分开，逐渐形成优质
饮用水、一般生活用水、工业用水
三套管网供水的格局，做到优水
优用、优水优价。

另外，有关“千岛湖配水工
程”的城区二次配水方案，还将被
继续深化，这张时间表一直被排
到了 2030 年。目前，杭州市正抓
紧研究萧山、余杭供水区域的工
业用水供水和管网改造问题，以
及市政、园林等公共用水的剥离，

确保 2018 年配水工程通水之日，
就是杭城百姓喝上千岛湖水之
时。

选择千岛湖水，并不意味着
放弃钱塘江的治理。钱塘江、东
苕溪作为杭州市区的备用水源
地，除了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
治外，还需要研究建立千岛湖、钱
塘江、东苕溪等水源联供联调、互
为备用的运行机制。

在合理利用优质水资源的同
时，杭州还将加强对钱塘江水资
源的保护。杭州市主要领导说，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
水污染治理历来受到各级政府的
高度重视，一定会不折不扣长期
坚持下去。”

不影响千岛湖景观

配水工程建成后，千岛湖、建
德的生态环境和秀美风光会不会
受到影响？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相 对 千 岛 湖 178 亿 立 方 米
的库容及 101 亿立方米的年来
水量而言，每年 9.78 亿立方米的
输出配水量并不算巨大。过去
几年，为了抵抗冲稀下游不常规

的咸潮和意外发生的水体污染
事件，千岛湖水库平均每年要开
闸放水 13.4 亿立方米，其中 2013
年多达 30 亿立方米。

此前，参与研究的多家环境
专业机构对千岛湖今后的水环境
作出论证，认为配水对千岛湖水
流流态的改变仅在距离取水口
400 米小范围内，不会影响千岛湖
水质，“对水污染、水温、气温、水
位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实施配水工程后，新安江水
库运行图将进行适当调节，确保
枯水期建德境内的新安江流量变
化较小，千岛湖也基本可以维持
湖水现状水位，其多年平均水位
还略有抬升。

同时，配水工程对建德市的
“凉风”和“清水”景观也基本无明
显的影响，不会影响“奇雾”的形
成。

在开工前的动员大会上，杭
州市主要领导也对这项静态造
价约 96 亿元的配水项目作出解
释，“这是一项政府主导的准公
益项目，是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提升城市饮水水质的重大民生
工程。”

四年后，清清千岛湖水将进杭城，润泽800万居民

分质供水，优水优用

对于只有单一钱塘江饮用水
源的杭州而言，任何水体的意外
事件或者大潮时的咸水入侵，都
会引起城市饮用水体系的不适。

今年5月18日凌晨，一辆槽罐
车在行至 320国道桐庐境内时发
生侧翻，造成车内四氯乙烷泄漏，
随后富春江暂停取水。过去3年，
这样的事故在“露天”的钱塘江水
系一共发生25起。每每遇到这种
意外事故，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基
本靠冲。

另一方面，杭州也亟需寻求
安全水源来保证城市饮用水源的
供给体系。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
湖配水工程建设指挥部称，“尽快
建设第二水源，这是解决杭州饮
水瓶颈的根本举措，这项工程对
保障城市供水安全是不可替代
的，会长期发挥其保障城市供水
安全的重要功能。”

杭州亟需
第二水源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 7 月，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FDI）78.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6.95％。且 FDI 在 2014 年呈现逐
月下降的趋势，7 月的 FDI 也成为
2012 年以来单月最低值。面对经
济新常态，外资企业要培育一种新
的发展观，不能沉迷在过去的惯性
思维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已经
在开启，外商投资能否再次抓住中
国机遇，关键还在于自身的定位与
努力。如果仅仅是追随中国低成本
的资源因素，那肯定跟不上中国发
展的脚步。

外企也要适应新常态

路甬祥（中
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会长）：新常态下，创新将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要有效构
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紧密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
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
得更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者、
创业者、企业家以及各类“创客”通
过创新创业实现人生价值，更多的
企业通过创新发展壮大。同时，还
要重视发挥专业化、市场化、多样化
金融投资和中介组织等在金融、法
律、技术等领域的服务支撑作用，支
持产学研合作创新，促进创新驱动
发展。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郑之杰（国
家开发银行行
长）我国新型城

镇化建设融资机制尚不健全，传统融
资以政府主导，社会化程度低，可持
续性不够。新的融资模式又面临市
场、机制等条件的约束，培养发展不
可能一蹴而就，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
要尽量避免青黄不接。要共同推动
形成财政资金引导、政策性金融支
持、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融资
模式，为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

城镇化呼唤多元融资

生态文明建
设在我国改革发
展总体布局中日

见重要。但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假生
态文明建设之名行破坏生态文明之
实的“伪生态文明建设”，这种“伪
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特点是，违背
自然规律、超越生态承载能力和环
境容量建设。一些地方在生态文明
旗号下，今天植草坪，明天改花园，
后天栽大树。这种生态折腾不但没
有产生任何价值，而且成本巨大，显
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背道而
驰。

警惕伪生态文明建设

公路收费，
看得见的收费
只是一部分，看
不见的燃油税、

部分地方施行的年票，据说都是为了
公路收费所征。可是，如此之多的收
费，却换不来一纸账单公布。单方面
公布的公路收费账单必然会面临社
会公信力不足的尴尬。因此，民众有
权要求，公路收费之外包括燃油税的
其他账单也一并公布。民众也希望，
不要让各种名义的公路收费变成雁
过拔毛，最后还告诉公众，欠债还多
着呢，大家还得慢慢缴。

请公布燃油税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