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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新朋友 这个“圈”将如何联动协调发展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是中西部首个跨省域都市圈规划 广安成为全国唯一全域纳入跨省域都市圈的地级市

近日，川渝两省市人民政府共同印发了《重庆都
市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要指
示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推动重庆都市圈高质量发
展的“任务书”“施工图”。下一步，我们将以《规划》
发布实施为契机，加快建设现代化重庆都市圈。

一、坚持同城化发展理念，推动
周边城市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共建

同城化是都市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将聚
焦重点领域，创新体制机制，持续推动重庆都市圈
同城化发展。

一是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动
江津、铜梁、合川等至重庆中心城区市域（郊）铁路
建设，规划建设重庆中心城区至永川、南川、大足、
綦江-万盛等重庆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共建“轨
道上的都市圈”。完善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加快
同城化通道等建设，织密道路交通网。开行周边城
市至重庆中心城区的公交化列车，提高运输服务效
率。

二是深化产业和科技创新分工协作。围绕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等领域，实施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支柱产业提质工程，推
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建开放型区域
创新体系，构建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周边、链式配
套、梯度布局的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合力打造长江
上游生态保护带，建立统一的环保标准和协同治理
体系，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共筑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

四是推进改革开放协同。推进都市圈同一事项
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协同深化“放管服”改革，
打造“川渝通办”升级版。共享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全面扩大开放合作。

五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建立区域和跨
区域教育集团、学校联盟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积极
支持医联体建设和跨区办医、在线诊疗，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社会保障
服务接轨，实现居民服务“一卡通”。

六是构建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重
庆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成本共担
利益共享、社会参与等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为促进
重庆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人民生活
水平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二、优化都市圈发展布局，加快
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顺应产业升级、人口流动、空间演进趋势，推动
重庆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区（市、县）共同发展，加快
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合理、良性互动、协调融合的发
展格局。

一是加快提升重庆中心城区功能品质。瞄准
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全面提升城市的经济品
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营商品质，打造
重庆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金融、商
务、研发等高端服务功能，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重塑国际化山水都市风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争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使高品质生活成为提升重庆中心城区能级的助

推力。
二是提升周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强璧山、

江津、长寿、南川与重庆中心城区一体规划，着力打
造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承接地，率先实现与中心城区
同城化发展。支持涪陵、永川、合川、綦江-万盛打
造重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战略支点，建设区域交
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发挥荣
昌、大足、铜梁、潼南联动成渝、联结城乡的纽带作
用，深化城乡融合改革试验，增强人口和要素资源
吸引力。支持广安打造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

三是辐射联动周边区域发展。充分对接成都
平原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黔中城市
群等川黔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依托干线铁路、城际
铁路等交通廊道推动重庆都市圈向六个方向对外
辐射、协同联动，西北向联动遂宁、内江、资阳等地
一体化发展，北向联动南充、达州、巴中等地一体化
发展，西南向联动泸州、自贡、宜宾等地一体化发
展，东北向联动垫江、梁平、丰都、忠县等地一体化
发展，南向联动遵义等黔北地区一体化发展，东南
向联动武隆等周边区（市、县）一体化发展，逐步扩
大重庆中心城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范围，显著提升
区域整体竞争力。

三、全面深化川渝合作，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川渝两地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具有深厚历史
渊源和密切经济联系。我们将坚持“川渝一盘棋”
思维，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人员往来、产业联系等方
面优势，深化合作，共同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

一是支持广安全面融入重庆都市圈。研究论
证重庆渝北至广安铁路项目，开行铁路公交化列
车、跨区域城际公交，打造“半小时通勤圈”。协同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成重庆先进制造业集群
配套基地，共同打造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共建都
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富有巴渝特色的消费
目的地。推进公共服务同城同标，支持重庆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向广安延伸，提升公共服务一体化便利
化水平。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毗邻乡镇一
体化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二是建设跨区域合作发展功能平台。以川渝
高竹新区、合（川）广（安）长（寿）协同发展区等跨区
域合作功能平台为突破口，率先探索经济区与行政
区适度分离改革，推动在规划统筹、政策协调、协同
创新、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催生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三是推进“双核”联动、“双圈”互动。聚焦交通
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资源、城市服务
功能和社会公共政策“五个互联互通”，推进重庆主
城都市区和成都市“双核”联动联建。加快重庆西
扩、成都东进，依托成渝中线高铁、成渝高铁等交通
廊道，协同引导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沿
成渝主轴疏解，推进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双
圈”互动。建立联动联建合作机制，通过“共建共
投”“相向协作”“共同争取”等合作方式，协同谋划
一批合作事项。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我们将始终胸怀
“两个大局”，服务“国之大者”，坚持行千里而积跬
步、致广大而尽精微，加快推动重庆都市圈成势见
效，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扛起新使命 展现新担当

加快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现代化重庆都市圈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朱江

《规划》的亮相，为重庆发展注入新的动
能，引来广泛关注。

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
愚表示，两江新区作为重庆都市圈发展的引
擎，将主动发挥国家级新区的使命担当，提升
产业能级和开放水平，发挥好牵引作用，主动
融入重庆主城都市圈建设，努力把“规划图”
变成“实景图”。

在加强产业协同方面，将加强两江新区
全域协调联动，与江北、渝北、北碚更好联动
融合发展，深化与重庆高新区、四川天府新区
等地合作对接，推进产业链分工协作、协同发
展；在扩大开放水平方面，将全面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加快建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重
庆自贸试验区核心承载区，全方位提升城市
国际化水平和综合服务能级；在聚焦品质提
升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质。

西南大学教授涂建军表示，重庆都市圈
作为中西部首个跨省域都市圈，将进一步发
挥重庆中心城区外溢效应，辐射带动重庆主
城新区和广安市以及川东北、黔北、川南地区
等地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
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等，体
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汤
继强表示，《规划》强调重庆中心城区辐射带

动周边城市扩容提质，重庆以其发展能级和
综合竞争力，能够带动中心城市周边市地和
区县加快发展，同时强调探索经济区与行政
区适度分离的路径，进一步打破过去的行政
藩篱，这将有利于释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改革集成效应，也有利于重庆都市圈从更
大空间范围统筹利用要素资源，实现资源配
置在空间格局上的最优化。

重庆大学教授王林表示，《规划》突出
以邻为伴，共谋国家战略，探索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将增强重庆都市圈
辐射力、带动力，也将对全面深化川渝合
作，推动“双核”联动、“双圈”互动发挥积
极作用。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出台将带来哪些变化？广安
市将在重庆都市圈建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9月7日，重庆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
这一中西部首个跨省域都市圈规划进行了解读。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朱江
表示，同城化是都市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紧扣“同城化发展”这一都市圈建设的核心
要义，以促进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以
下简称中心城区）和周边城市同城化为主攻
方向，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专业化
分工协作、创新水平协同提升、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等重点，持续推动重庆都市圈同城化
发展。

《规划》也体现了全面深化川渝合作。在
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等方面，《规
划》与成都都市圈充分对接，推动“双核”联
动、“双圈”互动。另一方面，《规划》突出探索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聚焦川渝高
竹新区、合广长协同发展区等跨区域合作发展

功能平台，着力推动都市圈在规划统筹、政策
协调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为跨省域城市
群、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规划》提出，重庆中心城区规划定位为
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进一步强化
辐射带动作用；广安规划定位为重庆都市圈
北部副中心，加快推动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
化发展；璧山、江津、长寿、南川规划定位为
重庆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承接地，在交通、市
政、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与重庆中心城区
一体规划、统筹布局，助推率先实现与重庆
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涪陵、永川、合川、綦
江-万盛规划定位为重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
的战略支点，提升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对
外开放能级，建设区域交通枢纽、商贸物流
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打造辐射周边的活跃

增长极；荣昌、大足、铜梁、潼南规划定位为
联动成渝、联结城乡的桥头堡城市，做强优
势制造业集群，增强人口和要素资源吸引
力。

到2025年，重庆都市圈发展能级迈上新
台阶，重庆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区（市、县）一体
化发展格局基本成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
力大幅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取得重大突破，产
业协作能力明显增强，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
更加健全，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
平大幅提高，初步建成国际化、绿色化、智能
化、人文化现代重庆都市圈。

到2035年，重庆都市圈重点领域同城化
全面实现，综合经济实力、资源配置能力、市
场主体竞争力大幅跃升，建成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现代化重庆都市圈。

发布会上，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
伟介绍，《规划》将广安市全域纳入规划范围，
使广安成为全国唯一全域纳入跨省域都市圈
的地级市。

张伟说，长期以来，广安都接受重庆的辐
射，广安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有先天
条件和发展基础。

空间距离上，广安是四川离重庆中心
城区最近的地级市，到“两江四岸”的距离
比渝东北、渝东南不少区县都近，川渝高竹
新区到中心城区的距离更是近在咫尺。交
通通勤上，渝广之间仅 1小时车程。渝西
高铁建成后，广安站到重庆中心城区仅20

分钟。
经济融合上，广安50%工业配套重庆，

60%游客来自重庆，70%以上的农副产品销
往重庆，每年有大量人员在重庆购房、上学、
就医。

下一步，广安将与重庆市有关区县和部
门落实好重庆都市圈联席会议机制。加快推
进渝西高铁，研究论证重庆渝北至广安铁路
项目，规划建设广渝快速通道，开行铁路公交
化列车、跨区域城际公交，形成到重庆中心城
区“半小时通勤圈”，加快建成广安机场，融入
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在协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面，广安将

大力发展汽摩零部件、新能源汽车、绿色化
工材料、玄武岩纤维新材料、化学药、原料药
等产业，加快建成重庆先进制造业集群配套
基地；将深化农业全产业链合作，共建都市
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同时，广安还将
整合利用红色、生态、人文、三线遗址等资
源，共同打造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共建富
有巴渝特色的消费目的地。

在推进公共服务同城同标方面，广安将
争取重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广安延伸，提
升公共服务一体化便利化水平，并将共同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携手毗邻地区一体化发
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同城化发展
促进重庆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区（市、县）一体化发展

核 心
要 义

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
广安成为全国唯一全域纳入跨省域都市圈的地级市

全 新
定 位

推动“双核”联动、“双圈”互动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全面深化川渝合作

积 极
作 用

资料来源：《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 制图：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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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成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重庆都市圈

到到20352035年年 建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重庆都市圈
对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四川省四川省
广安市广安市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万盛经开区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重庆市重庆市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重庆都市圈范围

重庆21区+四川广安
重庆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区

（市、县）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成型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大

幅提升
协同创新能力取得重大

突破

产业协作能力明显增强
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更

加健全
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水平大幅提高

重庆都市圈重点领域同城
化全面实现

综合经济实力、资源配置能
力、市场主体竞争力大幅跃升

融入全球的开放型经济
体系基本建成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全面形成

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总面积:
3.5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2020年约244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