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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看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活
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
明显提高，区域特色进一步彰显，支撑全国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双城引领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重庆、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显

著提升，区域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初步形
成，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左右。

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升
现代化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初步建成，出

渝出川四向通道基本形成，重庆、成都间1小时
可达，铁路网总规模达到9000公里以上、覆盖

全部20万以上人口城市。

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形成
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研发投入强

度达到2.5%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
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成果更加丰硕
重庆、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开放平

台建设取得突破，协同开放水平显著提高。

生态宜居水平大幅提高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到88%，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95%，河
流主要断面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达到90%以上。

到2025年
规划
范围

重庆市
中心城区及万州、涪陵、綦江、大

足、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
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梁平、丰
都、垫江、忠县等27个区（县）以及开
州、云阳的部分地区

四川省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

平武县、北川县）、遂宁、内江、乐山、南
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
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
15个市

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1.9%

2019年常住人口9600万人，

占全国的6.9%

地区生产总值近6.3万亿元，

占全国的6.3%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牢固树立一体
化发展理念，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合力
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在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

■双核引领，区域联动 ■改革开放，创新驱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共享包容，改善民生
■统筹协同，合作共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总体
要求

主要
原则

战略
定位

发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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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35年

重点
任务

（
记
者

申
晓
佳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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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

提升双城发展能级

■重庆：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
为统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先行先试，
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打
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中心、西部
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增强国家中心
城市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以长江、嘉陵江为
主轴，沿三大平行槽谷组团式发展，高标准建设两
江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等，重塑“两江四岸”国
际化山水都市风貌。

■成都：以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为统领，厚植高品质宜居优势，提升国际国内
高端要素运筹能力，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
业体系、创新体系、城市治理体系，打造区域经济中
心、科技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国际门户枢纽，提升
国家中心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高水平
建设天府新区、西部（成都）科学城等，形成“一山连
两翼”城市发展新格局。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重庆都市圈：梯次推动重庆中心城区与渝西
地区融合发展。畅通璧山、江津、长寿、南川联系中
心城区通道，率先实现同城化。强化涪陵对渝东
北、渝东南带动功能，支持永川建设现代制造业基
地和西部职教基地，支持合川加快发展网络安全产
业、推动建成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推进綦江、万盛
一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合服务区和渝黔
合作先行示范区，打造重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周边
的战略支点。推进重庆向西发展，提升荣昌、铜梁、
大足、潼南特色化功能，建设与成都相向发展的桥
头堡。推动广安全面融入重庆都市圈，打造川渝合
作示范区。

■成都都市圈：充分发挥成都带动作用和德
阳、眉山、资阳比较优势，加快生产力一体化布局，
促进基础设施同网、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政务事项
通办、开放门户共建，创建成德眉资同城化综合试
验区，建设经济发达、生态优良、生活幸福的现代化
都市圈。推动成都、德阳共建重大装备制造基地，
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加快天府新区成都片
区和眉山片区融合发展，打造成眉高新技术产业
带。促进成都空港新城与资阳临空经济区协同发
展，打造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推动成都东进，以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将成都东部建成与
重庆联动的重要支点。

促进双圈互动两翼协同

■推动重庆、成都都市圈相向发展。依托成渝
北线、中线和南线综合运输通道，夯实成渝主轴发
展基础，强化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互动。

■推动渝东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
万州建设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支持南充、达州建
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垫江、梁平、丰都、忠
县、云阳节点作用，带动双城经济圈北翼发展。

■推动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支持宜宾、
泸州建设川南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内江、自贡同城
化，带动双城经济圈南翼跨越发展。

■辐射带动川渝两省市全域发展。强化双城
经济圈对重庆市、四川省其他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带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切

实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分类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发展

■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
■加快提升大中城市产业水平和功能品质。
■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
■分类引导小城镇发展。

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共建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
■完善双城经济圈公路体系。
■推动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建设。
■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强化能源保障

■优化区域电力供给。
■统筹油气资源开发。建设天然气千亿立方米产能
基地，打造中国“气大庆”。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研究推进跨区域重大蓄水、提水、调水工程建
设，增强跨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推动形成多源互
补、引排得当的水网体系。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世
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大力承接产业转移。
■整合优化重大产业平台。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布局完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高地。联手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积极拓展数字化应用。
■全面提升数字安全水平。

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提升商贸物流发展水平。强化重庆、成都国家物
流枢纽功能，合力建设国际货运中心。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积极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创
新，开展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创新试点。

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大力拓展农产品市场。

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聚焦核能、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和电子信息等
领域的战略性产品开发，在四川天府新区、重庆高
新区集中布局建设若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一批

科教基础设施，引导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建设系
列交叉研究平台和科技创新基地，打造学科内涵关
联、空间分布集聚的原始创新集群。

优化创新空间布局

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重庆两江协同
创新区。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水平建设中
国（绵阳）科技城。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
部科学城。推动中国科学院等在双城经济圈布局
科研平台。

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强化创新链产业链协同。
■推动区域协同创新。

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大力吸引创新人才。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健全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

■打造城市消费品牌。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业态

■推动消费供给升级。
■发展消费新场景。

塑造安全友好的消费环境

■完善消费促进政策。
■健全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

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推动生态共建共保

■共建生态网络。
■共抓生态管控。

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

■统一环保标准。
■推进跨界水体环境治理。
■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加强土壤污染及固废危废协同治理。

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开展绿色发展试验示范。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合力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统筹完善亚欧通道。
■优化畅通东向开放通道。

高水平推进开放平台建设

■建设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高标准实施高层级开放合作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心。

加强国内区域合作

■加强与西部地区协调联动。
■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
■深化与东部沿海地区交流互动。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持续转变政府职能。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支持在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以及川渝统筹
发展示范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等地，率先
探索建立统一编制、联合报批、共同实施的规划管
理体制，试行建设用地指标、收储和出让统一管理
机制，探索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市场监管等经济管
理权限与行政区范围适度分离。

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

■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
■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增强城乡建设资金保障。

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推动城乡一体规划。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承包地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林权等依法流转和高效配
置，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培育高品质特色小
镇，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

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

共享教育文化体育资源

■推动教育合作发展。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共同推进体育事业发展。

推动公共卫生和医疗养老合作

■构建强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共建共享。

健全应急联动机制

健全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标准和规划体系。

漫画：曹启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