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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部，成都向东，重庆向西，
“双子星”闪耀。

“面向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
定是中国发展的‘第四极’。”在北京市政
府参事、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国平看来，成渝“双圈”不仅是中国经
济“第四极”，也将是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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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
策部署。当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
经走过了五个年头。

谁是圈中的“扛把子”？圈中有什么
“硬实力”？最足的“底气”是什么？8万亿
经济总量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澎湃动能？

肯定成绩，正视挑战，坚定信心。
多位专家表示，坚持“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
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定位，
成渝双圈“第四极”的地位已经得到业
内的普遍认同。

一个庞大的市场：
扩大内需的“双圈实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部
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
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
高的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
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人口稠密的优势，最近被不少专家
提及。

“世界上所有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都
市圈，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经
济和人口的高度密集。”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认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全国第四个经济增
长极，成都都市圈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两大重要增长极之一，在中央提
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以来，已经
开始大踏步开启了这个进程。

杨伟民去重庆调研，最想了解的就
是“有没有发生人口流出的逆转？”他得
到的答案很积极。

一个地区的发展，人口规模是重要
支撑。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川渝两
地人口净流入2.1亿人次，较2020年增
长28.4%，2023年仅前三季度人口净流
入就达2.8亿人次。同时川渝间人口流
动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川渝人口与周边
省市、东部沿海地区往来更为频繁。

特别是成都的数据喜人。截至
2023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140.3
万人，比2022年末增加13.5万人。成
都已连续多年保持了人口正增长。从
全国范围来看，成都人口的增量也排
在前列。

“人口增加说明经济在增长，就业在
增多。所以，人口增多是好事，是成就的
反映。”杨伟民表示，从人口规模的条件来
看，成都都市圈有条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
济中心之一，有能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这个范围之内发展得更好、更快。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大力提
振消费”位列2025年重点工作首位，强
调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们老说
消费不足，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供给创
新不足，不光是居民收入的问题。”杨
伟民认为，居民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因
素，同时也是因为消费产业不发达。拥
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地区，就是一个大市
场，会带动很多消费型产业的发展。

两个“扛把子”雄起：
都市圈拧成一股绳

在18.5万平方公里的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中，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
同为国家级都市圈，是新时代西部“双
城记”的“扛把子”。

自2020年1月起，四川省委将成都
都市圈建设作为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先手棋，赋予服务双城经济圈建设、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
现代化都市圈的使命任务。

聚焦成都、德阳、眉山和资阳四个
城市，成都都市圈总体发展水平居中西
部领先地位。2023年，成都都市圈经
济总量增至2.78万亿元，占成渝双圈、
全省比重分别提升至34%、46.3%，较2020
年分别提升1个和0.3个百分点。2024
年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突破3万亿元。

在这个圈内，四个“兄弟伙”拧成一
股绳，强力推进重点产业协作。新型显
示、清洁能源装备等9条跨区域产业链
迈上万亿元台阶，成德高端能源装备等
五个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成都电磁空间、眉山泡菜、资阳口腔
器械等八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圈内项目投资近万亿
元，工业增加值在双城经济圈占比增至
31.7%。

“成都都市圈人口密集度、产业基
础以及创新能力、市场空间、开放程度
都在中国西部地区占有先手棋的地
位。”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尹稚非常认可“圈内实
力”。他认为，在我国的总体科技布局
当中，虽然现在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梯次
型聚集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梯次型结构
上，成都、重庆都是这条横轴上最为关
键的节点，而成都这两年上升速度是比
较快的。

重庆都市圈的实力也不凡，经济总
量达24632.6亿元，其中重庆主城都市
区经济总量为23120.1亿元，占重庆市
比重76.7%。毫无疑问，都市圈是双圈

“重量级”的存在。
“并非所有的都市都会形成都市

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
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周毅仁看来，都市圈
的产生需要一定条件。一方面，超大特
大中心城市的出现，逐渐向周边城市扩
散转移部分产业和非产业功能；另一方
面，周边的城市自身要有充分的成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需分类施策

“双向奔赴”的背后，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产业协同。

全球2/3的iPad、50%的笔记本电
脑、10%的智能手机、全国约20%的动
力电池、10%的汽车实现“川渝造”……
一个个实打实的产业项目，支撑起成渝

“双圈”的经济脊梁。
数据显示：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经济总量达81986.7亿元，占全
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
30.4%。2024年前三季度，已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6.2万亿元，同比增长5.6%，增
速分别比全国、西部地区高0.8个、0.7个
百分点，保持强劲发展态势。

8万亿庞大的经济体量，并非出自
单打独斗，而是携手并进的成果。每
天，在四川宜宾三江新区“时代长安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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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能源汽车，离不开四川的
配套产品。

当下，川渝产业融合度不断提升。
赛迪四川低空经济产业研究中心副总
经理易正广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正视不足，政府推动不同的
产业协同发展，不能无差别施策。易正
广认为，产业协同发展应分类施策，形
成多种发展模式。如成渝两地均发展
较好的集成电路产业属于“强强产业”，
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供应链的相互嵌入、
共同的市场开拓及一体化品牌的打造
等。还有如航空属于成都强、重庆弱的

“强弱产业”，智能网联汽车是成都弱、
重庆强的“弱强产业”，人工智能为“弱
弱产业”，化工属于向中间的周边转移
的“外溢产业”。

奔向下个十年：
世界级城市群的“雄心”

世界级城市群的雄心，早在2016
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中就被提及——到2030年，成渝城
市群要实现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
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

视线飞上蓝天，成渝世界级的机场
群正在加快建设。2022年3月，中国民
航局发布《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成都双流、重
庆江北等枢纽机场为核心，以天府、绵
阳、宜宾、泸州、万州、达州、南充、黔江
等机场为骨干和重要补充组建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预计到2025年，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初具规模，成为支撑我国民
航发展的“第四极”。

脚步走进车间工厂，一批有世界影
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成渝集
聚。成渝两地培育形成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5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代表了国内产业
集群的最高水准，是冲击世界级制造业
集群的“潜力股”。

李国平认为，面向未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必将形成世界级城市群，需
要形成一个多中心、网络化、多点支撑
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要实现多中心发展，就要解决“中
部塌陷”问题。易正广认为，成都、重庆
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对周边区域的虹吸
效应较强，产业外溢较弱。虽然“中部
塌陷”不能实现快速逆转，但也有努力
的方向。产业是留住人口的核心，人口
是城市扩张的前提。因此，成渝中部区
县最直接的方式是基于资源禀赋和比
较优势与成渝“两核”建立产业联系。

同时，易正广还表示，与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等先发区域经济体量相
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尚未
跻身10万亿行列。近五年，两个核心城
市中，重庆、成都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
约在28%和24%的水平，与深圳、宁波
及天津等相比差距明显，制造业这块经
济“压舱石”还需加强。

走过5年，进入下一个10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奋力向前，目标明确：到
2035年，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双
城经济圈，重庆、成都进入现代化国际都
市行列，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镇体
系更加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
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
本建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全
面形成，现代产业体系趋于成熟，融入
全球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人民
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对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带动能力显著增强，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重庆两江新区赛力斯汽车智慧工厂作业现场。新华社发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新华社发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五年巡礼

相向而行五年

成渝“双子星”成为中国“第四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