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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在距广西南宁市区 30 公里处，有一片美丽、神奇的土
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名企集聚。几十年来，这里实现了
“质”的飞跃。至今，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先进的发展
理念，这里已经汇集了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成为了广西
最具发展潜力的开发区之一。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2013 年 3 月 2 日，经国家批准升级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
区，定名为“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东盟经
开区)。2015 年，东盟经开区成功获批为国家循环化改造
示范试点园区。现规划有综合产业园区、南宁教育园区、文
化旅游休闲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四个功能区。这里是中
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载体，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15 个
重点产业园区之一，是南宁市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核心
区域。辖区面积 180 平方公里(全属国有土地)，人口 8 . 5
万人，到 2030 年规划人口 47 万人。

东盟经开区的前身为国营武鸣华侨农场，曾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安置归侨、侨眷 1 . 2 万余人。从 1960 年的“广
西国营武鸣华侨农场”到 2004 年的“南宁-东盟经济园区”

再到 2013 年的“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每一个名字
都是一段值得铭记在心的成长记忆。如今这里商贾云集，
发展迅速，变化巨大，从最初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华侨农场
一路转型，一路凯歌，跨入了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行列，崛
起变身为南宁市北郊以工业产业为支撑的生态宜居之城。

近年来，东盟经开区根据“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
融合”这一发展理念，随着“工业强市、产业旺市”战略部署
的深入实施，各项软硬件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投资环境得
到巨大改善，产业不断加速聚集、升级，形成独特优势，“洼
地效应”日益凸现。

东盟经开区的地理位置极佳，不仅离南宁市近，而且
到中越边境东兴口岸也只有 200 多公里，到钦州、北海、防
城港车程均不超过三小时。随着南宁地铁 2 号线北延长
线、贵阳至南宁铁路专线在此设站，交通将会更加便捷。

这里企业集聚，百威啤酒，双汇火腿、统一饮料、加多
宝凉茶等一批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建成投产，并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的延伸拓展。良好的产业基础，促进了东盟经开
区产城融合步伐的加快。

在现代工业发展上，东盟经开区主要打造食品加工、
生物医药以及机械制造三大产业，同时以广西南宁科天水
性科技产业园项目为龙头，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
新材料等产业。

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上，东盟经开区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农业厅合力打造“农业硅谷”，引进了广西蚕业总站、自
治区水果总站等 19 个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未来，这里将凭
借“一院三站”的科技优势，全力打造广西现代农业示范
区、休闲旅游观光区的典范。为了引导、扶持传统农业向精
深加工产业发展，东盟经开区还不断加大投入，积极引进
在农产品的种、养、加工、流通环节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企
业，推进农业产业链整体现代化发展。

在第三产业发展上，东盟经开区规划有 25 平方公里
旅游健康产业区，依托秀美的自然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以
休闲旅游与养老健康产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目前，总投
资超百亿元的“太和·自在城”项目一期建设完成，该项目
已成为广西社会养老服务产业示范基地，近日该基地获得
广西首批“广西养生养老小镇”称号。

在文化产业发展上，随着南宁教育园区和广西职业技
能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的有序推进，它们将与东盟经开区在
城市发展战略、发展方向、产业布局等方面形成有机联系
和双赢效益，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近年来，东盟经开区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要求，以“生态工业园区”的创建和“宜居乡村”活动的
开展为抓手，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注重
产业与生态协调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通过有效举措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今后，东盟经开区将统筹规划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
拓展延伸食品加工、生物制造、机械制造产业链，强化区域
产业关联，构筑山清水秀的生态家园，在加快经济发展的
征途上，蹄疾步稳，发奋图强，全力打造宜商宜居宜业的山
水园林城、创业筑梦地，谱写开发区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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