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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友

无论是初期的 1.0 版合作框架，还是后
续升级进化的 2.0 版战略协同，义浦之间的
携手并进，不仅代表了金华县域经济合作的
新探索，也有望成为浙江县域合作发展的新
标杆。

一年多来，义浦同城深化合作内涵还在
持续丰富与深化，犹如大树般“开枝散叶”，
展现出勃勃生机。义乌，作为“有为政府与
有效市场”双轮驱动城市发展模式的杰出代
表，其创造的“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
成金”的义乌经验，是推动义浦乃至更广区

域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在合作中，双
方应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义乌经验的精髓，
通过经验分享与模式复制，加速推动两地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同时，义浦同城化的视野不应局限于一
城一隅，而应放置于更广阔的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大局中审视与规划，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产业联动与升级。

展望未来，希望两地能在体制机制一体
化建设上取得更多开创性突破，进一步打破
壁垒，共绘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
所长、博导）

共绘协同发展新篇章

11 月下旬，义乌市、浦江县签订了新一轮境内高速公路
“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协议书，惠及众多车主——这是两地同
城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义乌和浦江是地域相连、人文相亲的近邻，也是优势互
补、各具特色的兄弟县市。同属浙中的两地，主城区相距不过
20 多公里，往来便利。2018 年 12 月，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签
署《义乌浦江战略合作意见书》，开启了一次跨县域的战略合
作，提出要全力推动两地同城化发展，实现“1+1>2”的区域发
展格局。去年 10 月，《义乌浦江深化战略合作意见书》签署，
义浦同城战略升级到 2.0 版，这对“好邻居”的合作由此日益
紧密。

6 年来，两地打破常规，完成 80 余项合作，从浦江向义乌
供应饮用水到两地高速公路免费互通，从跨县城际公交“一线
一公司”到医保等588个政务服务事项跨区通办，很多合作领
风气之先。

接下去，这对“好邻居”将如何携手踏上新征程？随着合
作深入，“块头”更大的义乌会不会对浦江形成“虹吸”效应？
围绕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前往两地探寻答案。

“这是来自浦江的水。”冬日清晨，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
村民陈国荣准备烧饭，打开自家水龙头，清冽的水哗哗流淌。

这股来自13公里外、浦江县最大饮用水源保护地通济桥
水库的清泉，帮义乌城西、后宅街道的16万人“解了渴”。

两地同饮一库水，得益于义浦同城合作。《义乌浦江战略
合作意见书》提出，两地在七个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包括加强
市域规划衔接、加快交通互联互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
资源要素共享、注重生态环境共护、开展文化旅游资源合作、
加强合作组织领导。

“义乌和浦江，一个是人口众多、商贸发达的市场大市，
一个是人文和生态资源丰富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两地合作，天然具有互补性。”浦江县发改局党委委员徐建
文说。

6年来，同城化合作涉及两地发改、交通、自然资源、文旅
等部门。在市域规划衔接方面，两地共同实施了义浦二线拓
宽改造等；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浦江主动承接义乌溢出的传
统制造产业。“两地在资源要素共享方面进展明显，协议签订
半年后，我们就实现向义乌每日输送 3 万吨左右饮用水的目
标。”浦江县城乡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刘兵浩说。

“义浦同城合作的第三年，浦江县委、县政府还提出了‘融
义接杭’战略，推动浦江与义乌、杭州的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内
产业体系互联共建。”徐建文介绍，这进一步拓展了义乌和浦
江的合作空间。

“今年来，紧扣金华十条重点产业链，市直相关部门积极
推动义乌、浦江等地协同发展智能光伏及新型储能等新兴产
业，形成集群布局、连片发展态势。”金华市委改革办相关负责
人说，这些合作进一步带动了区域发展。

要致富，先修路。在义乌市委改革办副主任葛晋亮看来，
两地同城合作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交通。这几年，在义浦
同城合作框架下，两地开通了城际公交，实现了高速公路免费
互通。今年9月，杭温高铁正式开通，从浦江站到义乌站只要
9分钟，进一步拉近了两地群众的心理距离。

“现在高铁通了，浦江到义乌城区还有城际公交，我们老
年人去义乌看病很方便。”今年65岁、常去义乌看病的浦江县
郑宅镇村民綦大爷说。

浦江县卫健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浦江的骨伤医院远近
闻名。“两地交通越来越便利。近两年，义乌到浦江来看骨伤
的患者也明显增多。”

“两地的互联互通还在进一步加速。目前，已提上日程、
即将实施或计划列入‘十五五’规划的义乌到浦江新建公路有
4条、提升改造道路2条。”义乌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科科长
冯亮洪说。

根据新发展形势，新一轮义浦同城合作还锚定了一些新
合作内容。例如共同谋划推进交界区域空间合作开发利用、
积极推进义浦同城产业发展空间落地、推动招商信息互通、加
强国有企业合作、探索国有资本运营合作等。

走进毗邻义乌的浦江县黄宅镇新工业区，映入眼帘的是
一栋栋现代化新厂房。前不久，黄宅镇做过一个统计，近几
年，该镇共落地企业 279 家，其中企业法人为义乌籍的有 76
家。“去年年底以来，我们持续征收、整理了数百亩土地，用于
谋划未来义浦相关产业协同发展。”黄宅镇党委委员石淑兰介
绍。“黄宅抢占先机，积极推进义浦同城产业发展空间落地，将
迎来新一轮发展。”徐建文说。

当下，融合加速推进当下，融合加速推进

专家观点

浦江黄宅镇新工业区近年来吸引了不少义乌企业入驻，一栋栋现代化厂
房拔地而起。图为12月10日拍摄的黄宅镇新工业区。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今年11月，在浦江县大畈乡上河诗人小镇，义乌市龙回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开展研学活动。
通讯员 严刚刚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干部人才挂职
交流，在浦江县经商局副局长郑俊俊看来，
义乌和浦江的同城合作，是一次彼此成就的
相互吸引，也日益成为两地破解各自发展难
题的一个有力抓手。

去年签订的《义乌浦江深化战略合作意
见书》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1+1>2”的
区域发展格局，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义浦
两地成为金华市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
中心城市的示范区。

“两地同城合作，义乌可解决相关资源
短缺问题；浦江则能搭上义乌这趟‘高速列
车’，完善产业结构，畅通物流及商品的外贸
出口。”郑俊俊表示，例如浦江的水晶行业，
搭上义乌的新兴产业大发展便车，积极朝汽
车零部件、光学镜头等方向进行前瞻性布
局，去年成为当地首个产值破百亿产业。《义
乌浦江深化战略合作意见书》提出促进义浦
两地成为金华市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
中心城市的示范区，这表明两地比以往更强
调区域协同发展，追求经济相互渗透和产业
相互支撑。

虽然合作日趋紧密，但近年来两地发展
仍有差距。按可比价统计方式，从 2019 年
年底到去年年底，义乌 GDP 增幅达 31.1%，
增幅高出浦江约 11 个百分点。去年，义乌
GDP更是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55.6亿
元。因此有人提出疑问：未来，两地发展差
距会不会越来越大？

葛晋亮分析，这几年，义乌的高速发展
一方面得益于“数实融合”的推动；另一方
面，义乌加快布局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无中
生有”打造出信息光电等千亿级现代制造业
集群。

“反观浦江，这几年正处于产业结构
调整、新旧动能转换中，调整需要一定周
期，增长速度因此有所迟滞，但前途是光
明的。”徐建文说，“在义乌带动下，这几年
浦江二三产业协同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逐渐形成，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在金华 9 个
县（市、区）中名列前茅，显示出强劲的发
展势头。”

长期跟踪浙中县域经济发展的金华市
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黄梓桢也作出
了相似的判断：“义浦同城合作，很难一蹴而
就，要通过几年合作，成果才会逐步显现。
未来两地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其实，可喜的苗头已经出现。“今年前三
季度，虽然义乌GDP增速仍然高于浦江，但
两地增幅的差距，已由去年同期的 1.6 个百
分点缩小到了今年的 1.1 个百分点。”黄梓
桢进一步分析，在两地协同发展带动下，差
距缩小的趋势还将延续。

好消息不止于此。“这几年，通过战略互
补，义乌高速发展对浦江的辐射带动还在逐
步增强，两地产业互补性、协调性还在加
深。”浦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龚涛涛表
示，今年前三季度，浦江的工业投资增长
59.3%，制造业投资增长39.7%，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增长 117.4%，增速均位列金华全市
前茅。

“在义乌新兴产业带动下，盈旺新能源
精密结构件等一批和义乌产业紧密关联的
新能源项目近两年落地浦江，不仅完善了浦
江的产业结构，也带动了浦江的装备制造、
光伏光电、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投资，为浦
江下一步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浦江县投资
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黄韡说。

在同城化发展过程中，浦江会不会被
“大块头”义乌“虹吸”？这样的担忧也开始
出现。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创业学院
负责人池水明认为，同城化合作后，义乌产
业往浦江转移，带来的人才红利、用工需求
等显而易见。

两地文旅、商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两地资源要素流通其实是一种双向流
动，互利互惠。例如消费，义乌商贸业发达，
对浦江人很有吸引力。每到下班时间，经常
能看到成群结队的浦江年轻人到义乌逛街、
消费。但浦江的农家乐也很受义乌人欢
迎。今年夏天，前往浦江县大畈乡上河村的
义乌游客占总量的三成以上，比往年大为
增长。

未来，差距有望缩小

在义乌市发改局开放合作科科长龚国
栋看来，除了发挥政府的作用，义浦同城还
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加快推动两地要素流通
和资源优化配置。

“对企业来说，市场是最好的指挥棒。”
主打面膜、手帕纸生产的浙江利晟利非织造
布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浪花说，2020年，看准
义浦同城合作机遇，不少义乌企业选择投资
黄宅镇。她也投资3亿元，在黄宅建起了新
工厂。

“黄宅离义乌国际商贸城只有二三十分
钟，是义乌‘前店后厂’发展模式的理想辐射
范围。”蒋浪花说，在市场需求带动下，短短
几年时间，在义乌和黄宅之间形成了一个面
膜、手帕纸上下游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的生
态圈，带动了当地上千人就业，也为区域协
同发展提供了助力。

记者从《义乌浦江深化战略合作意见
书》细化方案——《义浦战略合作推进事项

（2023-2025）》协议中看到，双方近期着力
推进的 36 个合作事项中，有不少已从由政
府部门主导合作，向企业主导的市场领域
延伸。

“应以终端需求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集聚，加快区域内物流、商流等资源要素流
动。”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副院长陆起涌说，
市场主导的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的合作，往往
后劲更足。他翻阅《义乌浦江深化战略合作
意见书》后发现，其中提到“要推动同城合作
向资本、民间渗透”。

“以前一些义乌企业到浦江招零工，都
是我们人社部门帮助对接。今年来，市场化
运作的义乌‘找零工’APP 打入浦江市场，
将需要实时响应的找零工就业信息，及时推

送到浦江用户手中，已帮助 1000 余名浦江
人在义乌找到了打短工的机会。”浦江县人
力社保局就业处负责人黄群锋说。

家住浦江县仙华街道城乡接合部的邹
先生，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出门打工。他
说，这几年，义乌对零工需求不少，打包的、
配货的、装运的，有时一干就是十天半个
月，收入不差，这帮助当地一大波人实现了
增收。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近期，义乌、浦江
两地的投资公司、物流公司，正积极谋划在
毗邻义乌的浦江郑家坞镇开展综合货运枢
纽共建、宁波舟山港金义“第六港区”港口功
能向浦江延伸等项目。

“我们在浦江建有物流仓库，来自浙西
等地的货物可以在浦江集货后，通过义乌
中欧班列、海运、空运等发往全世界。”义乌
杭上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先生说，在浦
江 建 仓 ，不 仅 成 本 低 ，还 可 以 提 升 发 货
效率。

市场“无形之手”也引导着社会投资和
居民消费方向。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在毗邻义乌的浦江县浦南街
道投资建设了“绿谷云溪”小区三期住宅项
目。因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适中，近期，这个
可容纳三四千人居住的项目开盘，吸引了
500余户义乌人前来投资置业。

“在义乌赚钱，在浦江生活。”在义乌做
服装生意 10 余年的安徽人江胜强，选择将
家安在了浦江郑家坞镇，前不久他还将家人
接到浦江共同生活。

一家人在一起，幸福甜蜜。江胜强脸上
的笑容，正是对义浦同城深化合作的生动
注解。

协同，用好“无形之手”

走义浦二线快速路，从义乌城区到浦江城区只要20多分钟。图为拓宽改造后的义浦二线快速路。
义乌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义乌、浦江合成图。 左图：繁荣的义乌。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右图：冬季的浦江通济桥水库尽展迷人风姿。该水库为义乌16万人供水。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浙中“好邻居”深化战略合作

义浦同城2.0，如何走出新路径
本报记者 钱关键 石 磊 通讯员 陈 聪 张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