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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阶段贵阳定位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贵阳的发展对于建设世界生态样本城市和发挥全球典范效

应具有重大意义。二是贵阳的发展对于我国探索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

展道路和促进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作用。三是贵阳的发展是提高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和加强发展的均衡性的必然要求。四是贵阳

的发展将加快黔中经济区的建设，推动贵州早日步入较发达经济区行

列 。五是贵阳的发展有利于提升贵阳作为全国大中城市的地位，强

化区域中心城市功能。

二、全球时空背景下的定位分析框架

一是运用城市定位理论框架，并利用产业体系、要素环境与空间

价值、要素环境分析框架、产业体系分析框架等分析贵阳市的定位。

区域的要素总体上可分为软、硬两个方面，即：区域要素环境=F（硬

要素，软要素）。其中：硬要素=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区位环境+产业

基础；软要素=文化特征+制度环境+管理营销+开放程度 。二是采用

城市战略分析框架——SWOT（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分析贵阳市

定位。

三、贵阳发展的 SWOT分析

一是优势与条件：生态文明夯坚实基础，城市发展树全球典范；

气候宜人数贵阳，商务度假最畅爽；战略性能源与资源储藏丰沛，竞

争性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充盈；旅游集散地与目的地并驾齐驱，观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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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与休闲度假双轮驱动；良好的产业基础是实现战略性新型工业强市

的最佳载体；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是贵阳走向世界舞台的文脉之源；社

会管理创新探索成为贵阳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二是劣势与问

题：交通运输物流基等础设施建设总量不足，水资源严重匮乏,支撑

力弱；空间格局不均衡、资源匹配不合理、服务功能和载体不完善；

人才引进依旧任重道远，高端人力资本尚存缺口；思想观念有待开拓

创新，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城市的软实力不足；规模小、起点低，缺乏

集群化现代产业体系；三为机遇与潜力：全球化、信息化和低碳化带

来市场开放、要素流动与自然回归；中国全面崛起背景下的一体化均

衡发展和社会消费升级转型；西部大开发渐入佳境，成渝经济圈成为

全球认可的中国第四经济圈；黔中经济区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四为挑战与威胁：世界全球化和国家

一体化加剧了区域竞争；国家战略调整提高了经济转型发展的门槛和

难度；区域空间格局两极化带来的边缘化威胁。

四、贵阳产业分析和发展定位

运用产业选择的一般分析模型，建立贵阳市产业指标体系，通过

产业分析计量模型来具体分析。通过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对贵阳市

装备制造业、农业加工业、医药制造业、烟草制造业、材料产业、交

通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影响因素分

析。同时，对贵阳产业潜在竞争力分析及产业选择。对贵阳产业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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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分析，贵阳产业选择——主体支撑产业。贵阳产业选择——辅

助保障产业。贵阳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哑铃型绿色产业体系。贵

阳产业发展的战略可以归结为构建哑铃型的绿色产业体系。在坚持绿

色理念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首先以煤磷铝采掘业、加工业以及旅

游会展、休闲产业作为优化发展目标，以迅速提升本地收入水平，从

而形成哑铃型产业体系中的一端；在本地收入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

后，将资源投入到航空、装备制造以及电子元器件产业，在提升产业

发展层次的基础上形成高技术产业群，从而形成哑铃型产业体系的另

一端；最后，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投入资源发展苗药、烟草及专用

电动车，从而形成贵阳市特色产业。

五、新阶段贵阳的总体战略与发展定位。

总体战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契机，

坚决贯彻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贵阳要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火

车头和黔中经济区崛起发动机”的总要求，贯彻实施生态国际大循环

的战略思路，分三步，用 40年左右的时间，在本世纪中叶，将贵阳

市建设成为国际生态文明城市，打造成为独具特色，具有品牌效应的

高远山林生态城市。建成后的贵阳，将在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化

等诸多方面全面提升跨越，成为城市形态自然优美、城市功能完善优

化、经济社会繁荣发达、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际化大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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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国际生态文明城市。绿色的经济生态；宜居的城镇生

态；和谐的社会生态；自强的文化生态；友好的自然生态；协调的政

治生态；开放的文明生态。

品牌定位：高远山林生态城市。贵阳的品牌口号可以定位于：生

态贵阳：国际清爽之都，高远山林之城。高远山林生态城市是贵阳对

外宣传的城市品牌，具有朗朗上口、品味雅致、形象高端等诸多特点。

“高远山林生态城市”的城市意象内涵丰富，直观来看，“清爽”蕴

含贵阳自然山水特色，清静、凉爽、宜居宜游之意。“高远”首先既

体现其高原环境的地理特征，体现贵阳地处丘原盆地、深山老林的自

然意象；其次体现远离尘世、修身养性以达高洁的人文特征，也是贵

阳阳明文化源远明示；最后体现在全球化时代贵阳居高望远的城市发

展雄心。

功能定位：三个城市，一个基地。 中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要

将贵阳建设成为“五个示范城市”，即中国生态经济示范城市、中国

生态金融示范城市、中国生态文化示范城市、中国生态会展示范城市、

中国生态旅游示范城市。 国际高端生态休闲度假城市。充分利用贵

阳作为贵州省旅游集散地的功能，打造西南地区会展旅游名城，要打

造成为高端养生休闲、现世避世静修的理想圣地。 世界级城市群的

枢纽城市。贵阳的战略定位应是：避免四面出击，向北发展，融入成

渝，构筑成都—重庆—贵阳的成渝贵大经济圈，与成、渝并驾齐驱，

成为成渝贵经济圈的重要增长极。贵阳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枢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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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仅要融入成渝，成为成渝贵城市群的战略支点，还要发挥西南

地区地理中心的特点，成为西南区域轴心城市，成为成渝贵经济区、

滇中经济区和北部湾经济区之间的联结城市和枢纽城市。同时，在贵

州省区域内部，要成为黔中经济区引擎城市。从贵州省范围来看，贵

阳要担起使命，成为贵州省的发展龙头和发展核心区。按照贵州省委

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和总要求，贵阳要成为“黔中经济区最为重要的经

济体和最为强劲的发动机”。国际绿色生态产业基地。贵阳要快速实

现追赶跨越，就不能逾越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贯彻贵州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双轮驱动，走增量扩容的发展道路，第一、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举。贵阳要以绿色经济为统领，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真正将贵阳建设成为与成都、重庆等并驾齐驱的西南地区的现

代绿色生态产业基地。加快煤电铝、煤电磷、煤电钢、煤电化一体化

步伐，发挥组合优势，形成多产业配套、耦合共生，使产品结构从初

级向精深转变；以主机和总装为龙头，发展核心技术，形成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加大发展旅游、会展、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空间发展战略：三区五城五带：“三区”即贵安城市新区、双龙

城市新区、北部城市新区。 “五城”即百花生态新城、花溪生态新

城、天河潭新城、龙洞堡新城、北部工业新城。“五带”即二环四路

城市带、贵阳—遵义城市带、贵阳—安顺城市带、贵阳—黔南城市带、

贵阳—毕节城市带。



6

六、新阶段实现贵阳定位的步骤与路径

战略步骤：三步走：起步奠基阶段（2012—2015 年）；起飞突

破阶段（2016—2030）；建成完善阶段（2030—2050）。

总体战略路径：生态国际大循环战略是指贵阳通过“三角竞合，

北拓南联”、“提振两端，带动中间”、“外引投资，内搞集群”和

“基础设施先行，公共服务先试”和“打造品牌，生态营销”等

五大具体战略路径，遵循生态统领、绿色发展、开发带动的国际

循环的原则，推进对外开放，实行大进大出，将贵阳市建设成为

世界级城市群的枢纽城市、国际高端生态休闲城市、国际绿色生

态产业基地、中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和黔中经济区引擎城市。生

态国际大循环战略是贵阳实现国际生态文明城市目标定位的总体

路径，只有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优势，促进对外开放，加大吸

引国际和国内其他省市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资源力度，才

能快速形成生态产业聚集，从而达到以生态统领贵阳大发展的目

标。

生态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内涵：生态统领, 绿色发展；开放带动,

国际循环。生态国际大循环战略要求贵阳要有全球视野，利用全

球，服务全球，特别是通过国际循环实现贵阳生态和经济的完美

结合，使生态统领不仅具有理念意义，要产生经济效率，增强贵

阳坚持生态统领的动力和能力。

具体路径：三角竞合，北拓南联；提振两端，带动中间；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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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资，内促集群；基础设施先行，公共服务先试；打造品牌，生

态营销。

七、新阶段实现贵阳定位的战略举措

新阶段实现贵阳市定位的战略举措分为 6大发展战略，共计

30个功能项目，具体如下：

新阶段贵阳的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并优化发展“贵阳北部新

区”；壮大电子和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做强资源深加工产业基地；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发展绿色物流产业；建立旅游文化

创意产业集聚带；打造国际旅游会展产业；塑造世界品牌特色食

品产业；建立航空产业集群；做大生态金融产业。

新阶段贵阳的社会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发展

教育事业；注重特色文化建设；

新阶段贵阳的环境发展战略：打造大西南交通枢纽；基础设

施先试先行；建设“生态贵阳”；建立生态民生；

新阶段贵阳的市民素质发展战略：全面优化市民素质；注重

现有人才提升；重视高端人才引进； 合理利用虚拟人才；力争实

现住有所居。

新阶段贵阳的政府管理发展战略：建立成渝贵经济区；完善

政府服务创新；开展管理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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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贵阳的城市品牌发展战略。构建城市营销管理体制；

贵阳城市营销五年规划；确立养生置业城市目标；提升城市品牌

忠诚度。

八、新阶段实现贵阳发展定位与总体战略的政策支持：

一 是区域规划支持；二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三是产业

政策支持；四是金融政策支持；五是土地政策支持；六是生态补

偿政策支持；七 是社会事业发展政策支持；八是就业和社会保障

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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