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渝两地已建成
我国第三大汽车产业集群

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
势头愈发强劲。这是12月27日发
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
年）》中，对过去一年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评价与总结。

“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
展”的势头，从川渝“抱团”打造世
界级产业集群的探索路径中可见
一斑。在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
互融合的理念下，川渝两地已建
成我国第三大汽车产业集群，拥
有45家整车企业和1600多家配
套商。数据显示，2023年川渝两
地共生产汽车329.3万辆，全国约
10%的汽车实现“川渝造”。

2023年，宜宾动力电池产业
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
全国动力电池产业链最全、配套
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随着川渝
产业融合度不断提高，“四川造”锂
电池销往重庆整车企业，“重庆造”
汽车销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重
庆还有10多家锂电企业为宜宾锂
电池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

随着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越走
越深，锂电企业持续布局川渝，带
动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随
之落地，一条涵盖锂材生产、电池
制造、技术研发等的全产业链的万
亿级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互联互通的成渝氢走廊
已初见雏形

“差异定位、协同发展”这一
发展理念，于成渝氢走廊的建设
中同样有着显著深刻的体现。

以成都-内江-重庆为主轴，
以德阳、自贡、内江、宜宾等沿线
城市为节点，川渝携手打造的氢
走廊跃然而生。

这条氢走廊中，川渝两地围绕
氢能产业研发、制造、应用领域，建
立成渝地区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协
同发展合作机制，共出台产业相关
政策30余项，形成了以产业规划
为引领、安全保障和财政支持政策
等为支撑的产业政策体系。

东方电气（成都）氢能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业内领军企业，在德

阳示范基地开展了多项具有开创
性的研究与实践，推动了氢能技
术的国产化进程；重庆市九龙坡
区作为成渝氢走廊的起点之一，
正聚力打造“西部氢谷”，已集聚
德国博世、庆铃汽车、国鸿氢能等
头部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氢燃
料电池汽车配套体系。

“目前，两地已累计投入运营
氢燃料电池汽车1000余辆，建成
加氢站20余座，互联互通的成渝
氢走廊已初见雏形。”东方氢能产
业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曹智会说。

现代产业协同发展，让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交出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目前，川渝两地汽车、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等
优势产业集群成链发展，培育形
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3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子信
息产业规模超过1.6万亿元，装备
制造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2万亿
元（不含汽车）。

高效综合交通体系
跑出加速度

无论是现代产业的协同共进，
还是助力产业的迭代升级，均需要
高效综合交通体系的支撑。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5年，也是两地
不断打通交通瓶颈的5年。

12月27日，达州到重庆梁平
环线短途运输航线正式开通。7
名乘客通过网络平台“抢票”成
功，登上首航飞机。这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首条跨省市同行载
人运输航线。它的成功开通，意
味着川渝之间又多了一种快捷、
舒适的出行选择，两地之间的时
空距离更近了。

不久前，成渝中线高铁项目
重庆段最长桥梁——淮远河双线
特大桥完成连续梁合龙。作为成
渝间最顺直、最高效的客运直连
通道，通车后，成都到重庆的高铁
车程将缩短到50分钟以内。

数据显示，成渝高铁全年发送
旅客数量由2021年的3869万人次
增加到5000.9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初具规
模。不断提速的交通建设，编织起
更加细密的交通网线，让“双城”

的时空距离不断拉近。

科技创新资源聚集
让川渝成新质生产力“首选地”

在西部（成都）科学城核心
区，一座四面环水的“科创生态
岛”承载着科技创新的未来。10
月28日，这里诞生了首台“成都
造”人形机器人“贡嘎一号”，实现
了“成都造”机器人零的突破。

科创生态岛是成都科技成果
转化“一号工程”的核心承载地。
不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进程中，科创生态岛可以联
动的创新力量远不止于此。

想象一下，四川天府新区的
企业负责人打开电脑，进入成都
科创生态岛公共服务平台，不仅
本地区域企业信息应有尽有，还
可以查询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企
业的详尽资料。

不久的将来，成都科创生态
岛与重庆明月湖将实现资源共
享，这正是成渝两地科技创新资
源共建共享的生动写照。科创生
态岛运营公司负责人阎妍表示，
双方曾在去年进行沟通交流，都
认为应该打破物理壁垒，实现科
技资源的有效共享。

一直以来，推进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发力、科创资源共
用共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双
圈建设走深走实的关键一招。大
量的科技创新资源聚集，为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生态形成提供
了深厚的生长土壤，让川渝成为
新质生产力的“首选地”，孕育孵
化更多创新力量。

除了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川渝两地在西部科学
城建设、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协
同推进技术攻关等方面也成果颇
丰。两地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生命健康等优势产业发展，联
合实施攻关项目101项，突破地下
复杂空间用应急处置智能机器
人、新一代量子计算测控系统等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时速400
公里高速列车节能辅助驾驶系统
等一批创新成果。

针对2025年重点任务，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
育新的增长极”，同时强调“提升
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
辐射带动作用”。

纵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发展轨迹，从“6万亿元”跃升至“8
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1891.40亿元，同比增长5.6%。

“增速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李
勇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
四极”的支撑作用正加速凸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陈彦霏

成都科创生态岛。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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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宜宾三江新区
时代长安宜宾工厂生产的
动力电池电芯，都会源源不
断地运抵重庆长安汽车工
厂，装配“长安系”新能源汽
车，再销往全国。一辆“重
庆造”新能源汽车，离不开
四川的配套产品，这是“一
体化”的生动诠释。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名单，总规模超6500
亿元的成渝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入选。继成渝地区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上榜
外，川渝再下一城，这是“高
质量”的有力印证。

走过5年，川渝携手下
好“一盘棋”，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走实走深，
增长极和动力源特征显
现。今年前三季度，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61891.40亿元，同比
增长5.6%，经济总量加速接
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

川渝两地产业“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
推动“双城记”加快步伐；区
域协调发展的双向奔赴，让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持续

“上新”。

9月1日，宜宾，在世界动力电池产业链供应链成果展示活动现场，
参展商向参会者介绍锂电池平衡重式叉车。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1010月月2323日日，，在成都市境内的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施工现场在成都市境内的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施工现场，，
工人在进行盾构机刀盘吊装下井施工作业工人在进行盾构机刀盘吊装下井施工作业。。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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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