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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擎
高质量增长极加快崛起

2024年12月27日，我国西南地区
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川渝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成投运。电力

“蜀道”每年最大可向川渝地区投送清
洁电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近100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31个、67个、160个、248个、300个
……5年来的年度共建重大项目数量，
一条上扬的曲线彰显澎湃动能。

重大项目“打底”，激活“双星”动能。
郑渝高铁全线通车，成渝中线、渝

西等高铁建设提速，蜀道变通途；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
品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成势，产业“追
高逐新”；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11个，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
三号”上演现代版“夸父逐日”，科创要
素加速汇聚……

产业协同深入融合，两地汽车零部
件全域配套率提升到80%；成渝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总规模超6500亿元，入选工
信部2024年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

“川渝造”成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
名片。目前，全球2/3的iPad、近8000
万台笔记本电脑、超1亿台智能手机都
出自川渝。

新支点
优化我国区域经济布局

在重庆团结村中心站，一辆装载
新疆煤炭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缓缓
驶入，有效缓解重庆电煤缺口；与此同
时，满载青海纯碱的班列向南驶向广
西，不久后将被运至广西各大玻璃厂
中……

以重庆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6个国家
和地区的548个港口；以成都、重庆为
始发地的中欧班列（成渝）运营线路51
条，累计开行超3.6万列。

交通畅通，格局再塑。
重庆汽车制造业带动广西玻璃产

业发展，四川动力电池产业推动西部“新
三样”出口强势增长，宁夏枸杞原浆和红
酒、重庆血橙、贵州茶叶等西部地区特色
产品正在成为当地外贸新增长点……

西托青藏、北承陕甘、南接云贵，
如今的中国区域发展版图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形成东西南北四向牵引的

“钻石菱形”格局，引领西部、服务全国
的显示度和贡献度正持续提升。

新图景
高品质“双城生活”走进现实

每天，成渝之间人员往来超过100
万人次，每9分钟开行一列高铁，最快
约一个小时到达。

人员流动的背后，是两地惠民政
策的互惠共享。

5年来，四批次355项“川渝通办”
事项，让社保、就医、公积金等群众“身
边事”异地办理；生态环境协作共管，
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到II类，川
渝空气优良天数稳定在90%左右；川
渝935家医院161项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成渝客专推行“公交化”票制……

绘就“同心圆”，“双星”更闪耀！
成渝必将谱写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新
篇章。 据新华社

成渝“双星”闪耀 平均两天实施一个重大项目
广袤西部，重庆、成都“双星”闪耀！
5年来，平均两天实施一个重大项

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GDP由不足
6.3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预计8.6万亿
元，占西部地区比重已超3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 月 9 日举行
发布会，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5年
来的成绩单：从开局起步到整体成势，
5年来实施共建重大项目806个，在全
国的经济份额占比由6.3%提升至6.5%
以上，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打开中国地图，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分布于东部沿海，占全
国经济增量的比重在40%以上。占国
土面积超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却长期
缺少国家级经济圈带动。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明确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同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成渝地区
要“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成渝一盘棋，一个个珠联璧合、双
向奔赴的故事不断上演。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五年巡礼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代睿）1月9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有
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陈
亚军在发布会上表示，5年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可以用“四个新”来概括。

第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
中心建设，实现新跃升。从经济总量
看，五年前，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
不足6.3万亿元，2024年预计增长到8.6
万亿元，五年迈上了两个万亿元级的台
阶，占全国的比重由6.3%提高到6.5%
以上，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从产业体
系看，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
进材料、特色消费品等四大万亿级的产

业集群，汽车产量、电子信息产值占全
国的1/10以上。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
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加快培育，巴蜀
文化走廊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高。

第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呈现新气象。在创新布
局方面，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全
面启动，西部科学城在重庆和成都两
地正式挂牌，中国（绵阳）科技城加快
建设，重组形成一批全国重点实验
室。在协同创新方面，川渝创新合作
计划深入实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上线运行，12家高新区建立了协同
创新战略联盟，两省市共享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1.4万余台（套）。

第三，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获得新
突破。一方面，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

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全面推
进，实现市场准入异地同标、营业执照
互办互发；全国首个跨省域管辖金融案
件的专门法院成渝金融法院挂牌成立，
首个跨省域共建的省级新区川渝高竹
新区设立运行。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水
平持续提高。深入推进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线路辐射全球126个国家（地
区）的548个港口；2021年1月至2024年
11月，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1.6万
列，占全国开行总量的25.2%。

第四，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取
得新进展。在生态环境领域，建立实
施了环保督查联动机制，PM2.5平均浓
度总体下降，成立全国首个河长制跨
省市联合办公室，长江干流川渝段年
均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平。在公共服

务领域，深化实施川渝便捷生活行动，
“川渝通办”覆盖355项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进一个门、办两地事”。养老保
险、住房公积金等实现无障碍转移接
续，公立医院161项医疗检查检验结果
实现互认。

陈亚军表示，双城经济圈经过五
年的建设，创新动能更为强劲、区域发
展更趋协调、绿色本底更加坚实，开放
发展更具成效、民生共享更加可及，发
展能级和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当前，双
城经济圈建设已进入纵深推进的新阶
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
川渝两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进一步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
走实，加快打造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国新办举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闻发布会

“四新”彰显双城经济圈建设显著成效

“‘双城’引领不是一味要做大双
城，而是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外延
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1月9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
回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提出
的“成渝双城如何发挥对周边区域的
带动作用，怎样破解‘大城市病’”问题
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陈亚军
表示，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部门和两地突出“双城”引领，强化

“双圈”互动，促进“两翼”协同，双城经
济圈的空间格局正在不断优化。

陈亚军介绍，在“双城”方面，重
庆主城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作用
在不断增强，成都成功举办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双城综合竞争力持续提
升，成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5年来，重庆加快推动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成都扎实开展公园
城市建设，城市的宜居和韧性安全水

平都在稳步提升。
在“双圈”方面，成都都市圈、重庆

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同城化水平不
断提高。首先是通勤圈建设方面，璧
山至铜梁、成都至资阳等一批市域
（郊）铁路建成通车，广安至重庆跨省
公交开通运营，成都都市圈跨市公交
线路达到17条，跨城通勤更加便捷。
其次是产业圈建设，重庆支持渝西地
区先进制造业跨越发展，成德临港经
济、成眉高新技术、成资临空经济三大
产业带初步形成，“总部+基地”“研发+
制造”的分工协作模式更加健全。再
次是生活圈建设，重庆和广安31项事
项实现通办，成都都市圈推出三批次
同城便捷生活行动，都市圈内住院、门
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实现，跨城
生活更加便捷。特别是“双城”间火车
日均客流达到7万人次，连接“双圈”的
渝西地区与川中四市合作不断加强，

“双圈”相向发展态势更加凸显。
在“两翼”方面，从北翼看，渝东

北、川东北一体化稳步推进，两地共建
共营新田港二期项目，万达开共同培
育先进材料等产业集群，梁平、长寿、
广安等地共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从南翼看，川南、渝西探索建立
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协调机制，泸州、
永川、江津在汽摩新材料等领域加快
协同发展。

陈亚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重庆、
成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注重以大带
小、以点带面，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发展更加协
调。同时，进一步强化双城经济圈对
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小
凉山等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
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成渝双城如何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陈亚军答封面新闻问

1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图据国务院新闻办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