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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互联互通项目2.0升级版来了。
今年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进入第二个5年的初始之年。10月12日，渝新双方共同发布《中

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总体发展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预示着
双方的合作将深入肌理，深耕重点领域合作、拓展项目合作辐射面，成为此次《规划》的主基调。

细观《规划》，在未来5年里，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双枢纽”作用，进一步拓空间、扩领域、建平
台、促创新，从渝新“点对点”的牵手，全面步入中国西部与东盟“面对面”的交流合作。

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这是渝新双方打造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的共同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划》呈现出总体要求突
出、目标定位清晰、导向功能明确等特点：

牢牢把握“战略性”这一总体要求，坚持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谋划推进合作，全面融入“一带一
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准确把握“互联互通”这一目标定位，聚焦发挥
陆海新通道优势，注重深化重庆与东盟合作，注重提
升在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四大
领域的互联互通水平，加速促进全方位互联互通，实
现互利共赢；

注重以“示范”为工作导向，在制度型开放上下
功夫，以加强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为重点，加速形成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不断丰富提升可视化成
果，从而更好地发挥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功能。

正因为此，《规划》明确提出，未来5年，渝新双
方将共同搭建五大平台：

区域合作战略服务平台。推动重庆与新加坡双
枢纽发挥“哑铃效应”，积极吸引中国西部省区市和
东南亚地区更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合作，助力重庆在西部地区更好发挥带头开放、带
动开放作用，建设内陆国际开放高地。

现代互联互通发展平台。拓展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和中新国际数据通道推广
应用，促进中国西部和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和文化
交流，着力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促成资金流、信
息流、人流、物流经由重庆集聚并辐射至中国西部乃
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现代服务经济示范平台。加快标志性项目建
设，形成项目更多可视化成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

“商业可实现、发展可持续、模式可复制”，形成对周
边地区的“轮轴效应”。借助新加坡优质平台，在重
庆集聚更多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领域国际资源，
助力重庆创造更高品质生活。

政策机制创新推动平台。争取中新双边国家层
面更多政策支持，推动新加坡成功经验及中国国内
高水平开放平台重大创新政策落地重庆，打造中国
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带动重庆和西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

改革开放探索实践平台。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契机，推动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区
域合作共建，积极推动渝新企业探索在第三方市场
合作，共同探索政府间合作新路径、商业发展新模
式、互利共赢新机制。

展示，是为了更全面地增进理解；创新，是为了
更加开放包容更加实现战略对接；探索，是为了找寻
更为快捷明晰的合作路径……

这“五大平台”覆盖的五大领域，具象化地指明
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第二个五年”的开局之路。它
不仅仅只是深入推进渝新双方全面开放合作的平
台，更为中国西部省区市和东南亚地区合作伙伴搭
建起一个经贸合作大舞台，必将进一步加速构建形
成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
展繁荣，为各方互利共赢铺平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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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重点拓展开放新空间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步入第二个5年，必须
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发展格局，融入新发展
理念，以高水平落实项目总体发展规划为抓
手，打造中新合作新亮点。

《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5项重点工作，包括
开放通道建设、示范项目建设、政策制度创新、
高品质生活合作领域扩展、合作空间拓展等，标
示着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正在搭成。

开放通道建设。全力推动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陆海新通道”建设，在地区层面带动更多国
家参与合作共建；拓宽中新跨境融资通道，基
本实现西部省区市全面覆盖；加强中新国际数
据通道建设，促进数据通道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国西部和东盟国家应用推广；强化渝
新空中运输通道，打造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和
新加坡樟宜机场为两极的“哑铃型”双枢纽；建
立渝新人才培训机制，促进双方人才互容、互
鉴、互通。

重点示范项目建设。以市场化运作为导
向，聚焦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
通信四大领域，搭建中新金融资源集聚平台，
加快中新（重庆）国际航空物流示范区建设，联
合将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打造成多

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贸易集散中心，启
动建设中新（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示范基
地，以持续推动形成更多可视化成果。

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以加强政策沟通为
根本，加强金融服务创新，加强绿色金融领域
合作，探索贸易单据的无缝交换，逐步实现流
通票据的电子化试点；加强交通物流创新，探
索制定国际多式联运标准体系和一体化多式
联运服务规则；加强信息通信创新，依托中新
国际数据通道，开展以企业主导的无纸跨境贸
易和贸易融资试点，加快贸易数字化。

扩展合作领域。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为宗旨，聚焦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文化
旅游领域、科研国际交流合作这3个新兴领域，
共同面向东南亚国家探索建立境外生产销售
一体化示范基地和产业园区，促进双方文化交
流互鉴，加强两地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互动交
流，促进新加坡一流创新资源、高水平研发团
队聚集重庆，共建中新国际科技协同创新中
心。

拓展合作空间。在国内方面，以促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核心，带动中国西部地
区形成开发开放新格局。在国际方面，以探索

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方向，不断拓展中国西部与
东南亚地区“面对面”合作新空间。

这5项重点工作，可谓环环相扣，从通道、
项目、制度延伸至合作领域和空间的拓展，这
是渝新双方始终坚持战略对接、开放包容、相
向而行的真实写照，生动诠释双方以市场为导
向，实施双轮驱动，不断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展
开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的时代内涵。

《规划》提出，到2025年，力争初步实现重
庆和新加坡之间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
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
动，助力重庆建设成中国西部领先的区域性互
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中心，催化西部地区开
放发展。到2035年，实现中国西部和东南亚地
区“面对面”的有机联接，推动重庆成为进出口
货物集聚的枢纽节点、中国西部的航空枢纽及
国际互联网门户。

目标远大，关键在干。接下来，中新双方
将进一步完善机制，拓展合作平台与空间，突
出创新，不断加强沟通交流，一体化地推进项
目落地落实落实细，持续促进互利共赢，共创
开放合作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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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空间、扩领域、建平台、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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