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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下跨区域
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治理路径研究
—以成渝地区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为例

□　刘长辉，周　君，王雪娇

[摘　要]促进产业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区域产业协作的核心要义。当前，各类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但由
于各行政区的产业政策差异较大，对市场主体的资源调度、产业选择和布局优化产生干扰，影响了产业要素的自由流动，这
成为新时期产业协作的核心困境。文章借鉴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主要理念和实践逻辑，试图通过调整差异化的产
业政策和发展权限，破解产业要素流动的行政阻隔，并从政绩考核、利益共享、要素空间统筹和空间示范载体搭建 4 个方面
提出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的创新路径，在此基础上以成渝地区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为例，探讨经济区
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下三县 ( 市 ) 要素畅通与产业协作的实践，以期为其他地区的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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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gional Factor Flow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e Separation of Economic Area and Administrative 
Area Separation: An Example in Chengdu-Chongqing Region/Liu Changhui, Zhou Jun, Wang Xuejiao
[Abstract] The key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lies in the fast flow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elements. Howeve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has obstructed the resource configu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us hampered the free flow of industrial factors. Learning from the idea of economic area and administrative area 
separation, the paper attempts to break administrative obstructions on industrial factor flow by adjusting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authorities,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ath for inter-regional factor flow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from four aspect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profit sharing, factors integration, and space construction. With Langzhong city, Cangxi county, and 
Nanbu county in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as examples, the paper studies the practice of three cities (counties) in factor flow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area and administrative area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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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然而，跨区域产业协作作为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相关研究仍多停留在对产业链
本身的分工协作、跨区转移和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探讨，
并未触及产业协作的核心，即要解决因行政阻隔而导
致的产业要素难以自由流动、优势资源难以实现最优
配置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为新
时期的产业跨区域协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是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部

0引言

在现代网络化经济格局之下，经济要素穿越行政边
界的频率越来越高，省市边界已不足以覆盖经济和市场
的范围，城市特色节点和功能板块替代行政区成为参与
区域分工及地区竞争的主体。这些新时期的发展特征深
刻影响着区域产业协作方式，产业协作的重心逐步转变
为促进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产业要素的跨区域
流动。产业分工的调整、产业链条的优化和产业空间布
局的引导等重点任务也都服务于产业资源高效配置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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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要求以经济管
理权限与行政区范围适度分离为重点，
打破制约经济运行和区域一体化的行政
壁垒。本文借鉴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
离改革的核心理念和实践逻辑，从促进
各类产业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角
度出发，着眼于调整不同行政区差异化
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权限，从谋划政绩考
核、利益分配、空间治理等深层次保障
机制入手，力图打破行政边界对产业要
素跨区域调度运行的抑制和束缚，提升
区域的经济合作与协同治理效能。

1要素流动障碍与跨区域产业协作
困境

当前，我国经济已迈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市场对跨区域产业协作的驱动力
日益增强。企业作为跨区域产业协作的
主体，通过生产链条上的分工，自发地
实施战略性布局，推动更大范围的技术、
生产、销售合作。顺应该趋势，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新发展
阶段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区域协调政策
亦逐步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
导向，力图通过打破地区经济藩篱，改
变要素配置扭曲的局面，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从现实看，产业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虽已日益频繁，但制约产业和市场一体
化的隐形壁垒依然存在，表现为普遍的
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由于生产要素无
法实现跨区域自由流动，区域统一市场
不健全，企业在不同地区间投资、生产、
经营时面临不同的政府要求、市场规则、
政策体系及信息数据，增加了企业的成
本与风险，进而制约了地区间企业的有
效衔接。

要素流动障碍已成为新时期产业协
作的核心困境。除了政府直接阻碍企业、
劳动力、资本等产业要素的跨行政区流
动，更为常见的是各行政区根据自身发
展需要制定不同优惠程度的招商政策和
不同补贴水平的公共政策，以此增强本
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从区域整体视角
看，不同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权限干扰了
市场规律作用的空间，阻碍区域之间形
成规模化的市场结构。

然而，既有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
研究多从产业合作本身来探讨优化路径，
如如何构建更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如
何优化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对接方式、如
何扭转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格局等 [1-3]，却
很少触及产业协作的核心难点，即破解
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阻隔。
因此，亟需对产业跨区域协作的框架和

模式进行创新，深层次破解产业要素跨
区域市场化配置面临的障碍。

2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一个
新的分析框架

2.1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内涵
行政区是国家政权出于行政管理的

需要，对所辖区域进行的分级划分，每
一级行政区对应着一级行政管理机关 [4-5]。
而经济区通常被认为是由紧密的经济产
业联系形成的不同空间 [6-7]。从本意看，
这种无形的经济产业空间联系理论上是
不受行政区域影响的 [8]。但从现实的观
察看，经济活动和市场范围已经跨越了
省区市等行政边界，出于行政管理和地
方发展的需要，行政区对经济规律作用
的空间产生了直接干扰，导致了真实经
济区的行政割裂。在此背景下，经济区
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提出，为探索
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提供了很
好的思路。

2.2适度分离框架下的产业要素畅通
模式

如上所述，发展权限和产业政策不
统一是导致行政界线干扰与分割经济区
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核心在于让
不同行政区域的政策权限趋同，畅通产
业要素流动的通道。本文认为主要有以
下 3 种模式 ( 图 1)：

(1) 整体权限推广模式。
整体权限推广模式是将参与合作主

体中较优的政策及权限在其他区域推广
和共享，让原来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的政
策条件扩大到更广泛的空间。其中，政
策权限的差异分为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
纵向差异是指国家赋予特定区域特殊的
发展权限，以改革示范区和试点示范政
策为代表。对于此类试点政策特别是涉
及产业的改革政策，在A地形成制度成果、
提炼成功经验后，可通过经验互鉴的方
式复制推广到 B 地，从而实现试点示范图 1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下的产业要素畅通模式示意图

行政区界线

整体权限推广模式

专项要素畅通模式

局部区域复制模式：
毗邻地区设合作区

局部区域复制模式：
飞地园区

经济区界线

行政区—拥有特殊政策权限
行政区—拥有普通政策权限
经济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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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绩效考核、利益共享等重点领域创新
体制机制，提升“软”环境；另一方面，
统筹利用好经济区内的各类园区及平台，
搭建先行先试的协作空间载体，提升“硬”
环境。上述两者相辅相成，可强化经济
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实施效果，通过
畅通区域要素流动，最终实现产业跨区
域高效协作。

3.1创新一体化导向的多维度考核
机制

我国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过度依赖
于国内生产总值、财税收入等经济发展
指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官员晋升成
为地方政府追求的核心目标 [9]。在此背
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利益被放
置在次要位置，地方市场分割成为各地
政府的“理性选择”。因此，要建立地
方政府之间良性的产业竞争合作关系，
应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入手，注重“整
体性”，即将经济区内不同的地区视作
整体，实行多维度的经济绩效考核。

在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的共享。而横向差异主要体现在各行政区
出台的不同优惠程度的招商政策、不同
门类和力度的产业扶持政策等。通过各
类产业政策 ( 特别是与税收相关的优惠政
策 ) 在合作区域内共享，减少因政策不一
致而对产业链空间优化配置造成的干扰。

(2) 局部区域复制模式。
为减小全面推广复制高级别权限的

实施阻力，可通过圈定特定的空间范围
进行局部复制，不直接触及行政区域整
体发展权限的调整。在实践中，该模式
有合作示范区、飞地园区等多种表现形
式。例如，深圳与汕尾两地的合作是在
两市交界地带圈定深汕特别合作区，仅
在特别合作区内复制深圳先进的管理和
发展体制；而深圳和哈尔滨的对口合作
是以在哈尔滨划定飞地产业园的形式，
“带土移植”深圳的发展理念、政策体
系和体制机制。总体而言，两种形式都
试图让特定范围内的空间单元享有与深
圳市相统一的政策权限，从而减少企业
在城市间进行产业链迁移的政策顾虑。

(3) 专项要素畅通模式。
在合作双方难以直接实现政策权限

一致时，可重点关注影响产业发展的核
心要素，如科创资源、资本市场、人才
要素等，通过搭建特定领域的通道或平
台等方式促进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从
而支撑实体产业的一体化。在科创资源
要素方面，着眼于高端创新要素的自由
流动，搭建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引导企
业在自发的技术和供应链合作基础上，
通过共享科创资源推动更广泛的产业链
互动；在资本市场要素方面，打破地区
间的行政壁垒、降低地区间的金融交易
成本，让不同经济主体在区域内不受行
政边界限制地进行投融资活动，金融机
构相对自由地跨地区经营；在人才要素
方面，畅通优质技术人才的社会性流动
渠道，允许其在区域间自由迁徙。

为实现上述3种产业要素畅通模式，
本文认为要推动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
和区域空间治理，通过优化政绩考核机
制、创新利益共享机制、统筹衔接产业

空间、搭建先行示范载体等具体路径，
提升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实施效
果，增强要素流动的有效性和跨区域产
业合作的积极性。

3新模式下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
协作的路径创新

传统跨区域产业协作分为行政主导
和市场驱动两类，前者表现为政府端以
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为
目标，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制定产业政
策等方式来推进区域合作；后者表现为
市场端在经济驱动下，以提升品牌、产品、
市场等比较优势为目标，企业通过设立
总部—分部及开展股权合作、上下游合
作等方式，跨区域进行产业链布局 ( 图 2)。

综合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优势与
经验，本文认为，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
分离新模式下的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
协作应从促进两者协同发力的角度切入，
力图减小产业协作的“行政阻力”、增
强市场化“利益引力”。一方面，在政

图 2  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的路径创新示意图

行政主导

整体权限推广模式

创新体制机制

生产要素跨区域
高效流动集聚

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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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过程中，要增加对区域经济协作情
况的考核权重，将市场统一性、要素同
质性、制度一致性、经济关联性等一系
列指标纳入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考核
内容。在实操层面，推行统计监测和征
管程序数字化，进一步完善一体化统计
监测数据库的储存应用体系，实现统计
一体化、流程电子化、数据标准化。此外，
要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健全适应
跨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的服务机制，
把政府的工作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区整
体利益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3.2构建跨越属地边界的利益共享
机制

要素畅通和产业协作的核心障碍在
于“地方利益与区域共同利益之间的冲
突”这一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化解。
受行政区经济的影响，地方政府在决定
自身的行动策略时都遵循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行为逻辑，而非区域共同利益最大
化 [10]。而要推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
协作，则必须按照平等协商、权责一致
的原则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分配和联
结机制。

一是率先搭建财税利益分享的政策
框架。对于地方留存税收部分，协作区
域可协商确定税收共享范围、税收分享
比例、解缴地点和解缴方式。二是创新
跨行政区财税核算方式，制定经济指标
跨区分算细则。无论是企业和项目的转
移还是人才和技术的流动，都会在短期
内对转出地的财政等造成一定的损失，
故应针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的利益冲突探
索新型利益补偿机制，除设定税收分成
的缓冲年限外，还应从政策层面研究制
定 GDP 指标分解的具体细则。三是对新
设企业形成的税收增量属地方收入部分
实行跨地区分享。建立跨行政区财政协
同投入机制，按比例注入开发建设资本
金，统筹用于区域发展和建设。对于科
技专利等非实体要素，则应设计公平合
理的区域技术转移体系，依据价值大小
商定技术产权比例，以股权合作等方式

建立收益分配机制。四是引导建立重点
领域市场化的“分利联盟”。建立区域
经济“分利联盟”的前提在于能否为“合
作伙伴”提供既不能由自己创造又不能
轻易通过市场机制获取的战略资源 [11]，
这类战略资源通常包括技术资源、商业
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技术资源代表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商业资源代
表技术落地转化所需要的支持资本，社
会资源则代表企业、商会、协会等关系
网络。在这些重点领域，应以市场化的
手段逐步减小以企业属地为原则的各项
制度障碍，通过兼并重组、集团化、交
叉持股等方式推动战略资源的市场化整
合，从而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低效竞争。

3.3强化优质产业要素的空间高效
统筹

在行政分割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恶
性竞争的另一个表象是产业园区的同质
化。地方政府都期望通过设立名目繁多
的产业园区来吸引投资，促进龙头企业
和大型项目落地，以形成产业集群和提
升地方竞争力。但由于资源禀赋类似，
且各地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追求“大而
全”的产业体系，主导产业趋同现象较
为常见 [12]。

优化区域产业要素的空间布局，首
先要将区域产业园区进行统筹、整合及
衔接，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重复投入、
降低运营成本。以区域内高等级的产业
园区为主体，通过委托代管、合作共建、
“一区多园”等模式，对空间相邻、产
业类型相近的其他园区进行空间整合和
体制融合。对于不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等级低、规模小、效益差的产业园区，
应予以撤销取缔，取消其名称，撤销其
管理机构，收回各项管理权限。对于园
区内有利于区域长远发展的企业用地，
可以作为零星工业用地予以保留，不符
合保留要求的应该全部做到“两断三清”。

同时，需要整合区域内的优质农业、
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等资源。首先，应
引导各类资源在空间上建立有机联系，

通过各类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实
现区域市场共享、功能互补和协同发展。
其次，应围绕核心要素和重要节点，强
化区域产业空间的轴带联系，促进“点—
线—面”产业空间的加速递进，最终构
建覆盖面更广、链接更紧密的网络型区
域产业格局。例如，长三角的 G60 科创
走廊、珠三角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就是
创新要素空间统筹整合的典型，通过“集
聚—扩散”的路径形成资源与功能高效
分工协同的结构，真正打破行政区边界
的空间限制。

3.4搭建先行协作探索的空间示范
载体

改革需要“试验田”，体制机制的
创新需要载体来落地实施，形成先行先
试的示范作用。搭建先行示范载体，共
建产业合作园区，是全国各地普遍采用
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方式，也是探索经济
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天然靶场”。

针对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建议以统
筹衔接产业总体空间格局为基础，充分
利用现有园区，避免再造产业新城，尽
量提高存量产业空间发展的效率。对于
确实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起到先行示范
作用的重大项目，需要拓展、增设产业
园区的，可以研究新增开发建设用地。
同时，要解决因管理人员行政归属不同
而造成的合作园区发展理念、运营方式
存在分歧的问题。建议赋予合作园区更
高的行政管理权限和等级，在省级权限
范围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将可
以下放到合作园区的经济管理权限予以
下放，特别是建议财政收支直接与上级
省市政府挂钩，实现合作园区财政预算
独立。

4成渝地区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
三县 (市 )的要素畅通与产业协作
实践

在我国，行政级别的差异对产业政
策权限和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较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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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以利益机制优化增强产业协作
动力

当前，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
县 ( 市 ) 跨区域要素流动的主要障碍体现
在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方面，有必要通
过机制创新激活三县 ( 市 ) 参与产业协作
的积极性。应针对三县 ( 市 ) 产业发展目
标、收益分割、产业兼容、风险合作模
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性的制度安
排，根据项目的引入、可供开发的土地
总量、存量税收、重大基础设施投入等
经济要素综合计算股份比例，作为分配
跨区域产业协作利益的依据，以此建立
能够真正实现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的联
结合作机制。

4.4以要素空间统筹提升产业协作
效率

产业协作的精准度不足是区域产业
合作面临的普遍难题，因此有必要以精
准协同为目标，通过明确产业协作空间
指引加速区域资源的串联整合。首先，
对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的
文旅资源、工业园区和农业基地等产业
空间要素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基于对
现状布局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
依托 212 国道、兰海高速公路等重要的
区域交通廊道，以及嘉陵江、构溪河等
区域生态廊道，统筹布局三县 ( 市 ) 的文
旅、工业、农业三大产业板块，提升区
域的产业规模集聚效应，强化区域产业

时行政级别往往与城市规模高度相关，
高级别行政单元通常对应更大规模的城
市。在评判行政力量对经济区的干预时，
很难界定高行政级别城市对经济要素集
聚更强的引力是由于行政因素本身的干
扰还是规模效应等客观市场规律的使然。
相比之下，对同等级别城市的探讨更能
反映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给跨区域
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带来的直接影响。
加之中小城市间的产业协作一直是区域
协调发展的难点，行政区经济对中小城
市的影响也更加突出。因此，本文选取位
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阆中市、
苍溪县、南部县的区域协作为案例 ( 图 3)，
试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宏观
战略之下，从微观层面探索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的做法。

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位于四川
东北部，属于川东北经济区，总人口约
300 万。三县 ( 市 ) 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
的地级市，其中苍溪县隶属于广元市，
阆中市与南部县隶属于南充市，三县 ( 市 )
的县城相距不到 30　km，空间相近、山
水同脉、文化同根、民间相通。阆中市
在文化旅游引领的三产服务业方面优势
明显，苍溪县以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为
特色，南部县则在加工制造业方面表现
突出，三县 ( 市 ) 有条件、有基础形成错
位互补发展的产业链条。当前，三县 ( 市 )
协同发展的意愿强烈，迫切希望通过“抱
团借力”的方式，联合对接成都市、重
庆市等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提升次区
域的整体竞争力。然而，从现实情况看，
三县 ( 市 ) 的行政等级较低，且分属于南
充市、广元市两个地级市，资源统筹难
度较大，行政壁垒对要素流动的束缚较
明显，亟需从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的角度另辟蹊径，强化跨区域产业协作
的内在动力。

4.1以政策共享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
适度分离

政策试点是我国特有的治理策略和
政策工具 [13]，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赋予

地方的先行先试权限，是地方发展最核
心的政策红利之一。因此，阆中市、苍
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的政策互通共享
也应从试点政策出发，梳理三县 ( 市 ) 在
国家级、省级层面获得的试点示范，积
极探索试点红利的共享，通过优惠政策
的趋同促进产业要素在三县 ( 市 ) 的自由
流动。可尝试将部分试点改革拓展至三
县 ( 市 ) 范围，以工信部长期定点帮扶为
例，南部县作为定点帮扶县可享受包括
国家技改扶持政策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
阆中市、苍溪县可争取与南部县联合申
请相关技改政策；再以南部县获得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集成改革试点为
例，应促进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
县 ( 市 ) 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协同创
新等方面共同进行改革探索。除了上级
政府赋予的特殊政策权限，三县 ( 市 ) 政
府自主制定的招商引资、产业扶持、税
收优惠政策等也应逐步趋向一致，以减
少政策差异对产业要素空间配置优化的
干扰。

4.2以分类考核创新指引产业协作
方向

为激发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活力，构
建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
局，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四川省县域经
济发展考核办法》，其核心是按照“统
一指标、分类赋权”的方式将全省 183
个县划分为四大类别，实行分类考核。
其中，阆中市和南部县属于重点开发区
县，苍溪县属于农产品主产区县，三县
( 市 ) 应通过差异化的考核方式，明确不
同的产业发展定位，增强跨区域产业协
作的互补性；同时，应着力实施一体化
导向的部门考核机制，将反映市场一体
化、交通一体化、要素自由流动等协同
水平的相关指标纳入考核。此外，为了
强化部门之间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对接，
增强协作效率，还应建立部门对接协作
台账，并积极与川东北经济区发展推进
办公室进行充分对接，在顶层设计、决
策执行等方面实现纵向贯通。

图 3  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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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轴带联系 ( 图 4 ～图 6)。其次，绘制
三县 ( 市 ) 一体化的产业地图，弥补产业
和空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重大项
目与产业地图精准匹配、快速落地。最
后，完善现代物流、网络通信、包装设计、
金融服务、电商市场等中心和平台的布
局，强化三县 ( 市 ) 产业配套体系建设。

4.5以先行载体建设形成产业协作
示范

江东、百利、满福坝片区分别是阆
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未来承
载产业发展的主要功能区，多项工业、
旅游、健康等重大项目均在这三大片区
建设。因此，应率先将江东、百利、满
福坝片区打造成为三县 ( 市 ) 跨区域产业
协作的先行示范载体，形成“一区三园”
的模式，以点带面推动三县 ( 市 ) 的要素
流动与区域合作。对于先行示范载体，
一是要强化工业用地的集聚，提升园区
内工业用地的亩均效益，加强研发与制
造、旅游与工业的融合发展，推进企业
不断转型升级，适度融入服务、居住等
城市功能，促进产城融合；二是要率先
探索飞地模式“升级版”，出台“区域
股份合作制”操作方案，探索“存量不
动 + 增量分成”的合作模式，避免同类
项目重复建设或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提
高总体投资效益。

5结语

无论是实践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对
如何更有效地推动跨区域产业协作这一
议题的探讨都常谈常新。本文试图从畅
通要素流动的视角来寻找破解产业协作
困境的新路径，重点关注产业协作深层
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空间统筹的优化，
以打破制约经济运行的行政壁垒，实现
产业协作治理方式的创新。值得注意的
是，要提升区域产业协作成效，真正地
实现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必须从
理念上重视市场主体在区域协作中的关
键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产业选
择、布局优化、集链成群和行业自律等
方面配置资源、传递需求的重要作用，
以市场力量的释放助力区域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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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农业协同
发展布局图
资料来源：根据《阆中苍溪南部一体化协同发展总体战略规
划》绘制。

图 5  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工业协
同发展布局图
资料来源：根据《阆中苍溪南部一体化协同发展总体战略
规划》绘制。

图 4  阆中市、苍溪县、南部县三县 ( 市 ) 文旅协
同发展布局图
资料来源：根据《阆中苍溪南部一体化协同发展总体战
略规划》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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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园

天林五龙风水
小山村

四川南部经济
开发区

南部电子商
务产业园

浙江温州
工业园

南部县
工业园

千佛山休闲
农业产业园

江南裕华生
态观光园

神奇果猕猴桃
专业合作社

红心猕猴桃解
元基地

江南七彩田园

博树农业产业园

农产品在地加工

人文阆中

山水南部

梨香苍溪

梨文化博览园

精深加工及物流

加工物流及电商

升钟湖

阆中古城

笋子沟柑橘园

青龙现代
农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