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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区县、市级部门负责人
访谈录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

做优“夜经济”、抓“首店经济”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在路上”

重庆被确定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首批试点城市之一。重庆市商务委供图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
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消费资源集
聚地，更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
高点。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成为
新一轮城市竞争的“新赛道”。2021年
7月，我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单
出炉，重庆和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榜
上有名。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半年
有余，重庆的“成绩单”如何？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推进的背景下，
重庆又将如何联动四川，共同建设具有
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四月山城，春和景明。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对话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
彭和良，倾听他的观点论述。

记者：2021 年 7 月，重庆获批开展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半年多
来，取得了哪些成绩？

彭和良：去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
重庆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一起，被
确定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首
批试点城市，这赋予了重庆新的历史使
命，也给重庆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
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坚强领导下，重庆立
足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以加快培育建
设富有巴渝特色、彰显中国风范、引领
国际时尚、辐射西部、面向全球的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围绕建设国际购
物、美食、会展、旅游、文化“五大名城”，
加强规划引领、示范带动、项目支撑、政
策保障，培育建设工作起步良好、成效
初显。

一是国际知名度持续提升，高标准
举办智博会、西洽会、中新金融峰会等
国际性展会，累计引进世界500强企业
312家。根据香港中外城市竞争力研
究院等联合发布的《2021全球城市竞
争力排行榜》，重庆排名第 42位，比
2020年提升2位。

二是消费繁荣度持续提升，深入开
展“巴渝新消费”八大行动，大力推动消
费扩容提质。2021年重庆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近 1.4 万亿元，增长
18.5%，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增速列全
国第三位。

三是商业活跃度持续提升，扎实推
进商圈（步行街）提档升级，大力发展首
店经济、夜间经济，重庆连续三年位列
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

四是到达便利度持续提升，加快推
进出市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江北国际
机场新开通5条国际货运航线，国际及
地区航线达106条；陆海新通道辐射
106个国家（地区）的311个港口；中欧

班列（渝新欧）累计开行超过9000列，
开行量居全国第一。

记者：今年年初，重庆推出具体23
条支持政策，激励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这对于重庆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彭和良：为更好发挥政策制度的激
励、撬动、引导、支撑、保障作用，重庆按
照整合集成、创新突破、衔接配套的原
则，系统研究并印发实施了23条支持
政策。总体来看，23条支持政策主要
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对助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培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注重提质消费载体，鼓励培育
创建试点示范区县，支持创建示范商
圈、特色街区等，激励各类消费载体提
质升级。

二是注重集聚优质资源，加强龙头
企业、商业品牌首店和知名会展企业引
进培育，推动打造全球优质市场主体集
聚地、国际知名品牌优选地。

三是注重升级市场主体，鼓励发展
特色品牌、电子商务，培育“爱尚重庆”
消费促进活动品牌，支持商贸流通企业
标准化建设，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容升
级。

四是注重赋能企业发展，发挥土
地、人才、金融、税收、监管等政策支撑
作用，支持商贸企业发展壮大。

五是注重优化营商环境，推出简化
证照办理、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支持
开展宣传促销等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记者：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有一个特点绕不开，那就是“夜经
济”。怎么看待重庆通过做优“夜经济”
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彭和良：重庆拥有独具特色的气候
和山水人文景观，发展夜间经济的条件
得天独厚。数据显示，近年来，重庆
60%左右的城市消费发生在夜间。

可以说，做优“夜经济”对于拉动消
费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重庆在打造

“重庆味、国际范的不夜城”，在功能配
套、政策扶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支
持和升级夜经济发展。

坚持以节会塑品牌，升级举办打造
“不夜重庆生活节”，持续做优“不夜重
庆”城市品牌，展示重庆味、国际范的夜
间经济独特魅力。

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以集聚区为阵地，已形成了“夜
游、夜景、夜秀、夜读、夜市、夜娱、夜养”
等“七个夜”的丰富产品体系。

记者：重庆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中，同时强调了抓“首店经济”，这个
方面如何破题？

彭和良：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
政策》明确提出，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支持引进商业品牌首店，并
进行相应奖励。具体说就是，对国内外
知名商业品牌企业在渝开设亚洲首店、
中国（内地）首店、西南首店、重庆首店，
择优按照不超过投资额40%、最高不超

过100万元的标准给予资金奖励。对
在重庆中心城区新开业且经营面积达
3000平方米的商业品牌亚洲旗舰店、
中国（内地）旗舰店、西南旗舰店、重庆
旗舰店，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资金奖励。

记者：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成渝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规划》等文件相继出台。重庆如何
联动四川做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彭和良：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富有巴蜀特色
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这为强化川渝联
动，增强成渝协同，创新共建共享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模式，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明确了任务。

重庆着力在构建巴蜀消费全域联
动体系、提质巴蜀消费核心平台、丰富
巴蜀消费品质供给、做强巴蜀消费特色
品牌、推进巴蜀消费创新升级、培育巴
蜀消费知名企业、发展巴蜀消费特色产
业、促进巴蜀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优化
巴蜀消费国际环境等9个方面同向发
力，不断提升“巴蜀消费”影响力、集聚
力和带动力。

具体到丰富巴蜀消费品质供给方
面，要发展精品零售，支持引进品牌首
店、高端定制店、跨界融合店、跨境电商
体验店，发展消费精品首发、首秀、首
展。重庆、成都每年新落户品牌首店
200个以上，国际知名品牌入驻率达到
90%。要加快国际高端购物项目建设，
打造国际奢侈品消费地标。

记者：重庆和四川，特别是和成都，
将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在商
务、消费领域实现1+1＞2的效应？

彭和良：去年年底，重庆市商务委
与成都市商务局签订了《协同建设国
际消费目的地合作协议》，将从打造成
渝双城消费促进活动平台、打造成渝
美食特色品牌、推进成渝商圈联动发
展、推进成渝优质消费资源跨区域发
展、共建“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
中心、成立成渝双城消费服务联盟等
六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全面加强“成
渝”消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形
成双城消费发展合力，持续增强双城
消费发展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惟巍李茂佳 喻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