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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两江新区的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集装箱货车满载着货物驶向旁边的鱼嘴货运站南货场，随后通
过铁海联运经广西钦州港出海。

该基地自2022年6月投用以来，通过引入新加坡物流领域的经验，整合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长江黄金水道、果园港、江
北国际机场等国际国内资源要素，不断提升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协作能力和中转效率。

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该基地作业总量超4700标箱，同比增加超41%，总流通货值
超9亿元，同比增加超313%。

“两江新区是国家级新区，肩负着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重大战略使命。”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许宏球表
示，两江新区正深入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高标准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一体打造大通道、大物流、大贸易、大平台、大口岸、大枢纽、大
产业，不断提升开放载体能级，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助力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3月19日，重庆市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工作
推进大会举行。会议提出，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迭代升级、全面突破，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在
全国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重庆在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竞争力，更好
地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融入全球，为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发展大局
作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两江新区不断创新运营组织模式，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果园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也是
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枢纽港。4月10日上
午，一列装有汽摩零部件、日用品等货物的西部陆
海新通道班列正等待发车，2天后，这趟班列将抵
达广西钦州港。

在两江新区的推动下，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
果园港班列已经实现常态化发运。今年前2个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果园港）班列发运近124班，
同比增长70%，有效推动了重庆融入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汽车
是重庆优势产业，也是重庆外贸出口的重要产
品。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为“两江造”汽车加速出
海提供了重要的载体，也将为重庆汽车产业形成
更好的生态提供助力。

赛力斯汽车海外事业部总裁张兴燕介绍，赛
力斯汽车在印度尼西亚开设的整车工厂，曾因为
零部件物流周期过长而难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
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出现后，零部件出口印度尼
西亚物流周期从30天左右缩短至18天左右，物
流成本下降约50%，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成为赛力斯汽车出
海的重要依托。截至2023年底，赛力斯汽车经西
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发运整车及零部件超1万标
箱，货值超20亿元。

这是两江新区加速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的一个缩影。

目前，果园港已经实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欧班列（成渝）、长江黄金水道、渝满俄班列等东南
西北四向国际通道的汇集，实现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的
无缝衔接。截至目前，果园港铁水联运线路辐射

云贵川新青陕甘7省区的50多个节点。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两

江新区还在去年9月出台《两江新区加快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行动方案（2023—2027年）》。

预计到2027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果园港）班
列累计发行量将突破6000班次，发运集装箱30
万标箱以上，带动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4000
亿元。

在建设开放大通道的同时，两江新区着力构筑
高能级开放平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加速集聚全球资源，全力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两江新区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
的核心承载区，截至2023年年底已累计签约中新
合作项目61个，全市占比21%，签约金额109.8亿
美元，全市占比43%。

示范性项目纷至沓来，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
研究院、中新多式联运“1+1”项目、莱佛士医院、万
国数据等示范性项目落地运营。

中新多式联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
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已经有效连接了长江
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出海出境大通道，并
以果园港为中心形成了多式联运的闭环。

在此基础上，两江新区也成为中新双方合作
的重点区域。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促进国家
级新区高质量建设行动计划》也提出，“重庆两江
新区探索与新加坡联合打造中新（重庆）科技创新
国际合作标杆园区，带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在产业、
基础设施、绿色发展等领域务实合作。”

“新加坡在创新创业和数字经济发展领域拥
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同时重庆也在致力
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双方在
科技领域的合作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拓展。”两江新
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向悦文说。

目前，两江新区已经与包括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在内的40多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涵盖汽
车、医疗、钢铁等行业，共同构筑起全方位、多层
次、广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格局。

核 心 提 示

果园港全景 摄/陈林

“重庆工厂成功运营后，我们持续加大投
资，扩大产能，在中国大陆建成了首个大猩猩玻
璃生产项目。”康宁显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科
技事业部拓建项目总监Paul E.Knutson（轲宝

华）说。
跨国公司积极扩大两江新区投资，充分体现

了外国投资者对两江新区的坚定信心。而信心背
后，也折射出两江新区作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主
战场的广阔前景。

重庆迈特光电光掩膜板项目也是由全球著名
光掩模板生产商日本豪雅株式会社和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这也是中国内
陆地区的第一个大规模光掩膜板生产设备投资项
目。

据豪雅株式会社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投
资正是看中了两江新区拥有完备的电子信息产
业链。放眼中国，更是从原材料配套到面板制
造，再到模组组装等，各类产品需求都能得到较
快响应。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已经引入世界500强企

业190多家，占全市60%以上。上扬的引资曲线
背后，是系列政策的持续加力，也是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

近年来，两江新区相继出台了《持续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交往
清单》等文件，从制度层面改善外资营商环境，同
时，两江新区还在不断做实做深企业“双专员”制
度，为企业提供可感、可知、可量化的全生命周期
服务。

在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
中，安道拓再次加码投资重庆，于去年12月在渝
启动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对于为何追加投资，安道拓中国区座椅副总
裁王忠表示，两江新区产业服务精准是其重要考
量因素之一，同时要素综合成本低，仅相当于东部
地区的70％—80％。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畔 摄/蓝天

两江新区赛力斯超级工厂总装车间 摄/王加喜

高标准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高水平提升开放载体能级

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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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两江新区把科技创新作
为提高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抓
好营造创新生态、培育创新主体、提升
创新能力、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加强创
新人才招引培育。

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李洁表示，科技创新是加快培育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两江新区
找准科技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结合点，
推动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的格局，促进科技创新
成果量质齐升，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
化，从而实现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
业抢滩、未来产业争先发展格局，以
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下好产业培育“先手棋”

作为重庆经济发展主战场主阵
地，两江新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日前，问界 M9 车型迎来首次
OTA升级，新增城区智驾领航辅助
（City NCA）、车道巡航辅助增强
（LCC Plus）和代客泊车辅助（AVP）
等功能。

两江新区另一龙头企业长安汽
车，在智能网联与自动驾驶方面，已掌
握200余项核心技术，去年累计申请
专利4900余件，平均每天14件。

除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数据
显示，2023年，两江新区战新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分别达2577亿元、
1682亿元，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形成“协同作战”、集聚发展的势
头。

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
打造科技创新“育苗圃”

围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两江新区以两
江协同创新区为载体，加速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创新链深度融合，推动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的重要策源地。

2021年9月，明月湖科创基地正式运营，围
绕硬科技企业“0—1”的培育，探索出一条“人才
链—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科创生态闭环。

“从‘0—1’培养创业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资
金、平台，从而培育出满足市场需要的科学技术，
产出更多新质生产力，开拓更多未知领域。”明月
湖科创基地总经理张艺蒙说，基地“人才—创新—
产业—资本”这一科创生态闭环，实现了教育、科
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构建人才链聚天下英才
为科技创新注入源头活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要靠“人”。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目前已集聚北京理工大
学重庆创新中心、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等
50家科研院所，27名院士团队，3000余位创新人
才，形成近千个创新成果。

下一步，两江协同创新区将继续以完备的优
质创新生态吸引头部人才、孕育前沿成果、催生未
来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壮大“蓄势赋能”。

谢力 张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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