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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投资超时序进度
7.6个百分点

● 52个项目
提前完成全年

计划目标

● 现代基础设
施项目完成投资
1516.1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
68.9%

● 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
务项目完成投资
151.5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
97.4%
较1—7月高11.8个百分点

● 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
项目完成投资
855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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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琴

9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
悉，1—8月，我市市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3183亿元，投资进度达72.3%。九龙坡
区、重庆高新区、铜梁区、梁平区、垫江县、开
州区、两江新区、奉节县、大足区9个区县，
投资进度均已超过80%。忠县年产10万吨
高端磷酸铁锂项目等63个项目完工投用，
涉及材料产业、电子产业、信息基础设施等
25个行业类别。

强调度、赶进度
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重庆将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国家102项重大工程实施2023年工作
要点》等点名项目作为调度的重中之重。目
前，重庆点名列入的重大工程共14个，均已
纳入市级重点项目或市级重大前期项目统
筹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江北国际机场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完成投资29.5亿元，航站
楼钢结构工程已完成，飞行区工程地基处理
已完成93%，土石方工程已基本完成；渝万
高速铁路去年9月开工以来，已累计完成投
资98.9亿元，正在大力推进主体施工。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渝西水资源配

置工程完成投资17.5亿元，目前德感加压泵
站、北片渭沱泵站、同心桥泵站、千秋堰泵站
主体工程均已完工，正在开展东干线、西干
线、嘉陵江干线及北部片区输水管道安装、
隧洞掘进、泵站建设。

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今年新开工的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重庆段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进度已达73%，主体工程
施工正在有序实施。

调结构、促转型
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以来，我市抢抓新技术、新产业发
展新赛道，以市级重点项目建设为引领，迭
代升级制造业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中心。

2023年市级重点制造业项目共有214
个，年度计划投资660亿元，其中99.1%为
企业投资项目。1—8月，制造业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503.2亿元，同比增长7.5%，
投资进度达76.3%，有力推动我市“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形成。

特别是当前重庆正聚力打造的主导产
业集群，项目建设捷报频传。

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99.2亿元，投资进度达99.6%。

又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目完成投

资31亿元，投资进度达87.4%。重庆高新区
华润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封测项目、垫江晶芯
频控电子超小型号频控元器件项目等6个
项目已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再如，新材料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5.2亿
元，同比增长48.5%。长寿中润新材料产业
园、荣昌华阳耐火绝热保温节能材料生产项
目等13个项目按计划顺利开工建设，总投
资约240亿元。

惠民生、补短板
为市民创造美好生活

今年以来，重庆围绕缓解医疗、教育、就
业等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推进了一
批民生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加快补齐民生保
障短板。1—8月，这批项目共完成投资180
亿元，同比增长58.9%，投资进度达71.8%。

其中，卫生健康类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64.8亿元，投资进度79.5%，同比加快17.4
个百分点。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城
院区建设一期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重庆医院等项目已超额完
成年度计划投资。

教育类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9.4亿元，
投资进度70.6%。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合川
新校区、渝北空港实验中学等于8月顺利完
工，推动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1—8月市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183亿元
投资进度达72.3%,63个项目完工投用

本报讯 （记者 唐琴）9月13日，记者
从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进度持续快速推进，截至8月
底，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3年重大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492.8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2522.7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74.3%，
超时序进度7.6个百分点。

截至8月底，万达直线高速公路、南充
至潼南高速公路、涪陵吉利科技动力电池、
璧山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GPU项目、遂
潼区域职业教育中心等52个项目已提前完
成全年计划目标。

现代基础设施项目方面，1—8月完成
投资1516.1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8.9%。
渝昆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川渝千亿方天
然气基地项目重庆方面今年累计产气109
亿立方米。

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项目方

面，1—8月完成投资151.5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 97.4%，较 1—7 月高 11.8 个百分
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重庆医院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8%，西
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合服务区项目配套物
流通道已完成一期总工程量的90%。

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项目方
面，1—8月完成投资855亿元，年度投资完
成率82.3%。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基地
项目产业孵化区主体工程完工，川陕苏区红
军文化公园游客中心配套设施项目完成总
工程量的80%，华润微电子12吋功率半导
体晶圆生产线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66%。

共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74.3%
截至8月底，累计完成投资9492.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2522.7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白秀颖）9月 8
日，重庆高新区曾家镇政府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长宁
镇政府在西部（重庆）科学城签订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跨区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开展全方位、多领
域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从加强产业合作、农村电商、数字
农业、医疗教育、政务服务、劳务对接等方面深化西部（重
庆）科学城与川南的协作，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
同发展的局面。

“长宁镇与曾家镇人文相近、民俗相通、经济相融、资源
相似，共同肩负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任务，携手共进正当其时、交流合作恰逢其势。”长宁县
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方将立足现有基础，放
大特色优势，加快推动重庆科学城科技产业园·研发创新基
地、长宁镇宋家坝工业园区和星光坝工业园区等载体平台
对口协作，积极探索“虎峰山艺术群落”与“佛来文化”资源
联动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贡献新力量。

重庆高新区曾家镇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镇

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申晓佳

9月11日，市政府召开第18次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推
进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为引领，加快形成创新能力强、资
源配置优、生产效率高、亩均效益好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

如何从规划和土地利用层面推动提升亩均效益？9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该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重庆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标准地出让
等供应模式，有效促进了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实现新型方式供应36宗、2658亩，帮助企业
精算“用地账”。

100亩工业用地，出让年限50年，这是位于两江新区
的重庆岐微眼科现代中药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原本的用地计
划。“这一项目的核心是现代中药研发，企业在前期研发投
入很大。”两江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考
虑到为企业减负和高效利用土地，他们主动向企业宣传了
相关政策。最终，算完细账，企业选择了弹性年期的方式拿
地，只拿了64亩地，节约了2000多万元的前期成本。

弹性年期出让、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是上述例子的
“用地账”关键词。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科技和经
济发展，产业项目更新换代大幅提速，一般工业企业生命
周期为9年至20年。如果仍然按照法定最高出让年限50
年供应土地，企业拿地成本变高，将制约项目启动资金和
后续发展，还容易形成低效或闲置土地，不易盘活。弹性
年期出让，就意味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灵活决定土地出
让时间。

而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则是为了解决过去工业项目
用地“多圈少用、圈而不用”，粗放、低效利用土地等痛点。

2021年，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出台了《关于推行工业项
目标准地出让的实施意见》，提出市级分区域、分行业明确
固定资产投资、容积率、亩均税收、能耗标准等指标。如重
庆高新区明确，拟出让工业用地控制性指标及违约责任，一
并作为土地招拍挂前置条件。

此外，把有限的土地用出最大的价值，才能助力制造业
发展。在这方面，重庆也进行了探索。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5月，该
局出台政策鼓励工业园区内的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使用权人申请对工业用地项目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的，
经产业主管部门认定符合产业政策的，可根据产业发展需
要合理设置容积率，有条件可按照不低于2.0的容积率掌
握，增加的建筑可免缴土地价款。

各区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也将主动抓好各项政策落
地，积极向相关园区、企业宣传相关改革措施，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高制造业“亩均
效益”。

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标准
地出让等供应模式

重庆帮企业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彭诗洋

作为重庆资本市场的主要监管部门和西
部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中国证监会
重庆监管局（以下简称重庆证监局）近年来在
推动重庆资本市场发展、助力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方面取得哪些积极成效？将如何助推西
部金融中心建设？9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
就此专访了重庆证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
鸿博。

多措并举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推进资本市场建设，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是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重庆证监局是如何推进重庆
资本市场建设的？成效如何？

李鸿博：近年来，我们聚焦提高企业直接
融资比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等方面工作，多
措并举，大力推动重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比如，积极深化上市工作协同服务机制，
深度参与重庆市企业上市“育苗”专项行动。
今年截至目前，全市新增境内上市企业7家，
超过2022年全年总和，位居西部首位。

我们与重庆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着力

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
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等方式做优做强、提质
增效。2021年以来，全市共有9家上市公司
通过增发等手段实现再融资248.76亿元。

对非上市企业，引导优质企业积极在交
易所市场发行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
（ABS），提升直接融资比重。2021年以来，
全市121家企业通过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
券，累计融资3924.5亿元。

凝聚合力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重庆日报：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不仅
需要川渝两地合力而为，也需要凝聚各方力
量。在这方面，重庆证监局做出了哪些努力？

李鸿博：近年来，我们与四川证监局建立
定期互访、动态会商沟通机制，探索推进两地
资本市场协同发展；与四川证监局、成渝金融
法院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形成

行业监管、行政执法与金融司法联动助力西
部金融中心建设的良好局面。

努力深化央地合作，发挥证监会系统作
用，推动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出台支持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行动
方案；督促重庆证券机构发挥专业优势，2021
年以来，助力企业实现融资约3000亿元。

自2022年2月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获批
在中西部率先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
务创新试点以来，我们与重庆市金融监管局
深化监管协作，推动该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创
新试点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设中的“塔基”作用。

主动担当
更好发挥央地协作机制作用

重庆日报：当前，重庆正大力实施“智融
惠畅”工程，努力打造西部地区现代金融高质
量发展标杆。接下来，重庆证监局打算如何

发力，支持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李鸿博：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发挥央地协

作机制作用，加强与重庆市级部门贯通联动，
凝聚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更大合力。

一是发挥企业上市助推机制作用，深入
实施企业上市“千里马”行动，进一步提升重
庆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如，聚焦支持科技创
新，进一步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
环等。

二是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上市公
司提高发展质量，做大做优做强。如，实施

“一司一策”，与重庆相关部门谋划实施上市
公司质量提升计划等。

三是提高本地证券机构、基金公司、私募
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加快形成推动资本市
场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如，督导相关机构主
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等。

四是强化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发挥，稳
妥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如，搭建
全市统一的企业股权信息平台。

重庆证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鸿博：

多措并举 央地协作 支持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唐琴）9月12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
官方网站获悉，近日，国家发改委集中发布了一批重点项
目，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其中，重庆34个项目入选，总
投资金额达514.71亿元。

这批重点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的方式包括委托运营、
特许经营、民资参股、民企100%持股、民资控股等，同时建
立起纯市场化经营、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完全使用者付费等
项目回报机制。

记者仔细梳理项目清单发现，从行业领域看，重庆城
建、旅游等领域的项目数量较多，产业、城建等项目规模较
大；从地区分布看，项目主要集中在重庆中心城区，数量达
25个，占比73.5%。

从项目类别来看，在34个项目中，“其他项目”最多，
达18个。其中，位于北碚的华雄·西部农科谷和中国·重
庆（静观）花木产业谷投资总额最大，均达到 30亿元。

“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数量也不少，达13个。其
中，位于江北的长安三工厂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特
别引人关注，投资总额高达138.4亿元，涉及老旧小区改
造，商业商务、住宅及配套设施等建设，建筑面积约80万
平方米。

本次推介的重点项目中，还有3个属于“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项目”。其中，位于沙坪坝青凤工业园区的奥普提模拟
环境试验设备研发制造基地总投资2亿元，建成研发中心、
先进智能制造基地和公共检测与军工品可靠性检测试验平
台；位于綦江区工业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总投资9亿
元，将在园区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位于大足区的
年拆解10万台汽车和处理15万吨退役锂电池综合利用项
目，总投资达22亿元。

国家发改委集中发布一批重点项目
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重庆34个项目入选

相关新闻>>>

携 手 共 建 西 部 金 融 中 心

9月12日，重庆江泸北线高速项目建设
现场，中交一公局集团施工人员正在临峰山
隧道里安装照明灯饰。

江泸北线高速项目全长71.359公里，起
于九龙坡陶家立交，止于永川上屋基附近进
入四川境。据介绍，该项目预计年底建成通
车，届时将大幅缩短重庆至泸州的通行距离
和时间，江津至泸州可在50分钟左右到达，
对促进成渝两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江泸北线高速公路
预计年底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