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中，以
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正在扮演着
重要角色。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从基础设施“连线成网”到携手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从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到打
造开放新高地——重庆、四川共下“一盘
棋”，共担新使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全面提速。

基础设施之变
重大项目密集落子
交通体系“连线成网”

新年伊始，成渝之间最顺直、最高效
的客运直连通道——成渝中线高铁正加
快建设中。

2021年9月26日，重庆、成都以视频
连线的方式，共同宣布成渝中线高铁建设
全面启动，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建设标准最
高、运行速度最快的高等级高速铁路。

从2020年1月进入勘察设计招标阶
段，到2021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可
行性研究报告，再到9月全面启动建设，
成渝中线高铁仅用一年多就落地建设。

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以
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短板，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两年来，一系列重大项目密集落子，
相连成势，一张内畅外联的互联互通网络
愈加清晰——

陆上，路网更密、距离更短。除成渝中
线高铁启动建设外，郑万高铁全线铺轨贯
通，成达万高铁、渝昆高铁川渝段等项目加
快建设。渝黔高速公路复线建成通车，四川
南充至重庆潼南等高速公路正加快建设，川
渝省际高速公路达13条，其中在建7条；

水上，航运能级更高、航道更通畅。
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重庆新生港开
港运营，涪江双江航电枢纽、万州新田港
二期等项目开工建设，嘉陵江利泽航运枢
纽建设加快推进；

空中，川渝世界级机场群正加快形
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运，重庆新
机场推荐场址已通过民航局行业审查，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
工程正加快建设；

……
新的规划正陆续出炉——国家发展

改革委近日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
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
步建成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轨
道交通总规模达到1万公里以上，完善重
庆、成都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

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四通八达。一
个个重大项目正“连点成线、连线成网”，
将成渝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时空距离
迅速拉近。

新基建领域，川渝也跑出“加速度”。
目前，川渝累计建设5G基站超13万个，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量
子通信网络“成渝干线”等加快建设，成都
超算中心已纳入国家超算中心体系……

来自川渝两省市发展改革委数据显
示，仅2021年，川渝就推进实施合作共建
重大项目67个，已完成投资934亿元。

“这么多重大项目在川渝密集落地，
以前很难想象。”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董建国说，未来成渝地区只有继续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和高效聚集。

产业协作之变
川渝携手补链强链
产业“浓度”加快提升

宜宾三江新区，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
德时代全资子公司。

机器人往来穿梭，工人们紧张忙碌。
一台台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包装完
毕后，3小时内就能出现在重庆、成都多
家整车厂的生产线上。

“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既有重庆的长
安、中车恒通，也有成都的沃尔沃、四川客
车等，落户成渝中间地带的宜宾，能更好
地兼顾两大市场。”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
杨伟平说。

这是川渝产业协同发展重点项目之
一。此前，川渝产业聚合不足，存在产业
同质竞争、企业创新能力偏弱、高新技术
产业比重偏低等问题。

两年来，川渝协同补链强链，携手构建
高效分工、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优势产业正实现相融互促。川渝联
合成立汽车、电子产业工作专班，共建产
业链供需信息对接平台、联合对外招商、
共建产业合作园区，两大产业全域配套率
已达80%以上，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新兴万亿级产业集群开始打造。川
渝日前审议通过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实施方案》
提出，计划到2025年，川渝装备制造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将超过1万亿元，世界级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科技创新要素正加快聚集。川渝正

联合打造中国西部科学城，推进科技资源
共享、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共建，超瞬态物
质科学实验装置等平台已启动建设，两地
合作成立50亿元科创母基金，投资重点
领域科创企业；

……
数字无言，发展有痕。成渝地区产业

“浓度”正加快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重庆

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3%，电子产
业增长33%，四川这两个产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18.4%和27.4%；重庆高技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幅均超30%，四川
规上高技术产业增长21.4%。

近日正式印发的《成渝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规划》，将为成渝地区产业发展注入
新动力。

规划提出，成渝地区到2025年初步
建成西部金融中心，金融体制机制更加优
化，金融机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金融开
放程度显著提高，金融生态环境明显优
化，金融营商环境居全国前列。

“川渝携手补链强链，将推动成渝地区
更好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进而激发西部地
区内需潜力，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西南财
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

改革开放之变
制度创新敢为人先
开放新高地正在崛起

华蓥山脚下，川渝交界处。
2020年底，在四川广安市邻水县高

滩镇与重庆渝北区茨竹镇交界地带，川渝
批准启动建设首个跨省域新区——川渝
高竹新区。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高度同构，有时限
制了要素自由高效流动。高竹新区则承
担起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改
革重任。

改革，需要敢为人先的勇气。广安和
渝北分别抽调干部组建高竹新区管委会，
共同出资组建高竹开发公司，土地、财税、
人才等政策择优使用、集成共享，双方将

实现规划编制、基础配套、交通建设等多
方面的一体化。

如今在高竹新区，经济要素跨省高效
流动已取得初步突破。截至目前，高竹新
区已累计入驻企业167户，签约川渝共建
重大项目33个，高竹开发公司获23家金
融机构可用融资贷款33.6亿元。

“在这里，既能享受广安较低的要素
成本，又能择优享受两地优惠政策，我们
果断投资3亿元，在高竹新区建设智能幕
墙产业园。”重庆玺景台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成虎说。

两年来，川渝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为目标，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成渝两地正积极合作开展国资国企
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川渝已完成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协同立法，成渝地区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正加快推进，210项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川渝通办”，累计办理
量超过589万件……

改革快马加鞭，开放加快推进。
2021年1月1日，重庆团结村站和成

都国际铁路港，两地首列中欧班列（成渝）
号列车同时发车。这是全国首次实现跨
省市中欧班列合作，双方将统筹优化班列
去回程线路和运力资源。

瞄准制约扩大开放的障碍，川渝推出
一系列改革举措：联合“13+1”省区市共
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西部陆海新通道
平台；共同推动长江水道进出口通关便利
化；共同推动川渝机场集团交叉持股，强
化机场协作运营……

如今，在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开放新高地正在崛
起——

向东，长江黄金水道正不断优化，重
庆还开通渝甬班列，货物直抵宁波舟山
港，再通达世界各地；

向西，2021年前三季度，中欧班列
（成渝）号开行超3800列，同比增长26%，
开行量和货值均领跑全国；

向南，以川渝为主要支撑点的西部陆
海新通道，2021年前三季度目的地已拓展
至106个国家（地区）的308个港口，铁海联
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
列开行量同比分别增长77%、37%、65%；

向北，从成渝地区出发的国际班列，
北上穿越西伯利亚直达莫斯科，开行频次
正不断加密。

……
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川渝外

贸进出口总值均创历史新高，重庆外贸进
出口总值5770.3亿元，同比增长27%；四
川外贸进出口总值6692.1亿元，同比增长
14.4%。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成渝地
区已成为我国向西、向南开放的窗口。”重
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说，唱好成渝“双
城记”，将有力助推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新华社重庆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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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下“一盘棋”共担新使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马梦飞）《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1月
1日起正式生效。1月6日，四川迎来
RCEP生效后的首票进口享惠货物，本
次享受RCEP关税减免的原产日本的护
环，是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进口用于四川重型装备制造的重要零部
件，通过海铁联运方式经由上海港入境，
其进口货物货值90万元，较以前节省关

税约3000元。
此外，德阳海关也于1月1日为龙佰四

川钛业有限公司签发了四川首票输往日
本的RCEP原产地证书，该公司出口至日
本的钛白粉货值逾6万美元，标志着四川
与日本货物贸易正式开启了享惠时代。

有幸成为四川首票RCEP进口货物，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天鹏颇为激动。他算了一笔账：

RCEP生效第一年，公司从日本进口的护环
关税税率立即由3%降至2.7%，转轴和压制
件等其他零部件也将享受到关税减免，预计
公司每年可节约税款超过100万元。

RCEP是全球最重要的自贸协定之
一，它的生效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各成员国
间经贸往来和优势互补，形成更紧密稳定
的供应链，对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
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与世界经济体量前

五的日本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
成都海关关税处副处长陈红介绍，

2021年1-11月，四川对RCEP成员国进
出口规模突破2652.5亿元，同比增长
12.2%，其中进口1059亿元，增长19.3%，
机电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为主要进口品
种。RCEP的生效实施，预计将为四川的
装备制造、清洁能源设备等特色和优势行
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川首票RCEP进口货物成功享惠

在重庆市梁平区金带街道滑石村，沪蓉高速公路滑石寨大桥在晨雾中延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