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NGQING DAILY
62023年 10月 10日 星期二 主编 周雨 编辑 蔡杨 美编 郑典

周刊双城
以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西部金融中心等为重点突破口——

成渝互抛成渝互抛““橄榄枝橄榄枝””双核联动不双核联动不断提速断提速

▶两江新
区龙盛新城的
长安汽车工厂
刚出厂的新能
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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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技术员在生产线上忙
碌。（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成渝中线高铁千秋堰双线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加紧作业。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臧博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充分发挥重庆与成
都的双核带动作用。而双核联动，优势叠加，更能迸发出
1+1＞2的效果。随着两地联动形式越来越多、层次越来
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成渝收获了更多机遇，双城迎来了
更广前景。

从交通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到科技创新资源、
城市服务功能，联动成了激活“双圈”春水的一颗石子。
如今，围绕“五个共建”，两地联动机制更趋完善、工作推

进更加有力、合作事项加快落地。联动，作为“双圈”的关
键词、加速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有力、彰显成果。

联动很重要，它是合作的有效形式。成渝文化亲、产
业近，既在各美其美，又能美美与共。通过有效联动，把
两地的优势放大成胜势、短板淬炼成“中板”甚至“长板”，
能将国家赋予“双圈”的重要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五
个共建”如五根手指，充分联动则如握指成拳，左右开弓、
轻重缓急，打出独属“双圈”的漂亮组合拳。

联动很丰富，格外讲究方式方法。两个城市的联动，
不是“两个面团揉成一个”般简单相加，而是融合叠加、软

硬兼施。对联动中的硬件部分，如产业集群、交通枢纽、
科研金融，要带着“拔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对软件部分，如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民生福祉，要以绣花
的精细劲下针排线，以民众口碑为评判依据。

联动很实在，承载着人们的期待。宏大的规划，常常以
细微的方式让民众感知到成效。成渝联动，正稳稳向前走，
在民生服务、互联互通方面，步子可以迈得再大、再快一些。
人们的期待在哪里，联动的触角就要伸到哪里——能不能让
地铁卡互通，能不能让双城居民共享更多公共服务资源……

一年年，一月月，时间匆匆向前。成渝联动、东出西
扩，相向而行、大步朝前。成渝合作的路越走越宽，联动
节奏愈发合拍，期待未来的联动再多一些、好一些，让“双
圈”发展抱得再紧一些、美一些！

在联动中携手同行
短评

报告，成渝中线高铁成为沪渝蓉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将重庆、成都“双核”通勤时间压缩至1小时内，还将打
通双城经济圈东出方向的高速客运通道。

作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截至8月底，成渝
中线高铁项目成都段已开工点位17处，其中龙泉特大桥等9
处桥梁桩基共完成27%，龙泉山隧道出口等4处正进行主体
工程施工准备；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总体工程进度完成约
8.7%，累计完成路基土石方4%，桥梁桩基29.2%。

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合力构建国际化综合
交通枢纽的一个缩影。当前，成渝两地交通建设已全面按
下“快进键”。

比如，成渝高速扩容工程投资人招商已完成，“双核”间
将形成4条高速直联大通道；成都双流机场提质改造正式
启动建设，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建设提速
推进；重庆、成都联合申报共同推进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
强链工作；两地共创中欧班列（成渝）品牌，截至8月底，累
计开行量超1.3万列；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铁路成都
至隆昌段扩能改造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金融创新“多点开花”
跨省市抵押贷款一天办完

“太意外了，跨省市办抵押贷款能这么方便。”重庆一小
微企业主王先生回忆起2021年的那笔贷款业务，记忆犹新。

一年多前，王先生在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办理一笔贷款，
前期各项资料准备、业务审批都非常顺利，但是抵押物却在
成都。

“按照惯例，我和银行抵押登记专员要一同前往异地不
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费时又费力。”王先生告诉记
者。但让人惊喜的是，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前期已经成功接
入成都银政通专网，可以办理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各类不动
产抵押登记业务。

“我的贷款成了银行系统内首笔跨省线上抵押登记业
务，也是重庆市银行业首笔成渝互通线上抵押登记业务。”
王先生回忆说，他人在重庆，当天就完成了在成都的不动产
抵押登记业务办理，不用跨省奔波，太便捷了。

事实上，融资抵押品异地互认等同城化金融服务只是
两地联合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一个缩影。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近年来，成渝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正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

比如，成渝正着力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
落地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成都）交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重
庆华泰渝富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两支子基金，
规模约60亿元，主要投向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造、医药健康等高新技术领域。

两地联合推出“关银一KEY通”跨关区、跨窗口、跨领
域“一站式”服务，实现全国范围内首个电子口岸业务跨关
区通办。成渝已设置受理点38个，报关、收汇相关业务的
办理时间均压缩了2/3，被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
域协作经验做法获国家层面复制推广。

成渝还共同争取在成渝地区开展异地办理外债登记、
外债非资金划转类外债提款和还本付息备案、异地选择跨
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合作银行、一次性外债登记管理改革
等4项外债便利化试点，成为全国首个跨地区开展外债便
利化试点地区。截至目前，成渝已推动优质企业贸易外汇
收支便利化试点大幅扩容，累计支持14家银行、213家企
业结算突破436亿美元，支持两地企业共同参与一次性外
债登记试点，金额达217亿美元。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数据显示，2023年
上半年，其辖内银行业保险业给予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2023年重大项目授信金额达7673.73亿元，实现贷款投
放659.15亿元，提供风险保障473.70亿元，为两地合力共
建基础设施网络、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中心、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等提供投融资支持和风险保障，助力西部金融中
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唐琴

“我们新开发出一款芯片，想在你们8英寸功率器件晶
圆生产线上尝试量产。”几年前，成都某芯片设计公司找到
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提
出合作想法。

面对成都抛来的“橄榄枝”，重庆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最终，芯片成功量产，帮助成都这家芯片设计公司实

现了技术突破，以优异的产品性能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
机。”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一个是沃野千里的天府成都，时无荒年；一个是嘉陵江
畔的山城重庆，商贾云集。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在国家城市群布局中的重要地
位已经凸显。

成都与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坚实的内核，
强化双核联动联建成为推动双城经济圈走深走实的关键。
以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西部
金融中心等为重点突破口，成都和重庆正开启一场热烈的
双向奔赴。

不仅考虑本地，还要考虑“隔壁”
前7月两地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10.4%

事实上，成渝“牵手”并非一帆风顺。
“对我们来说，当时最大的困难是8英寸功率器件晶圆

生产线爆满，要量产芯片，意味着要从其他产品上挤出产
能。”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而且，这种芯
片的量产规模并不大，对公司的商业价值不是太大。

“但我们了解到，彼时正是成都这家芯片设计公司发
展的战略关键期。”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那时候，全国稳定
运行的规模化专业化8英寸功率器件晶圆生产线很少，仅
有的几家企业也基本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同时，突破并发
挥8英寸生产线技术优势将显著提高产品综合竞争力，是
企业提升技术储备、抢跑市场的关键一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打造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
是两地共同的目标，哪怕技术领先一小步，或许都将成为推
动成渝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一大步。”该负责人坦言，重庆
和成都上下游企业理应相互扶持、携手共进。

正是在这种“不仅考虑本地，还要考虑隔壁”的合作思
维下，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正全面成型起势。
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两地电子信息产业1700余家规上
企业营收规模近8000亿元，两地微型计算机产量约8000
万台、占全国40%。

此外，成渝正谋划启动国家级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
进制造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共同争取获得金融机构超
3000亿元整体授信，推广“主承载+协同地”“研发+制造”

“终端+配套”等模式，共建14个专业化特色产业园区，进
一步助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提质扩容。

成渝电子信息产业的深度合作并非个案，两地共建世
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也正风生水起。

“可不可以帮我们垫付新车模具的开发费用？”2019年
6月的一天，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毅学接
到长安汽车的请求。

按照行规，模具开发费用应由整车厂提前支付给模具
厂。

不过，面对这样一个“不情之请”，邓毅学却一口答应下
来。他们马上垫付费用，投入研发，长安新车很快上市，并
创下了连续5个月销量过万的佳绩。

此后，这家配套企业不但收到了垫付费用，作为回报，
还从长安汽车拿到了更多配套份额，赚得“盆满钵满”。

目前，成渝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正不断加
深。特别是，以拓展“三走廊”应用场景为引领，成渝正
协同推进汽车产业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转型升级。
今年前 7 月，两地新能源汽车产量 21 万辆、同比增长
10.4%，已有230家成都汽车零部件企业参与重庆整车
配套。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汽车、电子信息产业，成渝两地还
将在装备、医药、消费品、软信产业、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
等领域深化产业协同协作，共抓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共育高
成长性未来产业集群，不断强化“极核引领力”。

交通建设按下“快进键”
成渝中线高铁“进度条”不断刷新

9月8日，在成渝中线高铁青白江管片场内，随着最后
一斗料入模浇筑，成渝中线控制性工程蜀安隧道首块管片
预制成功。

9月24日，经过10个小时的连续浇筑，位于铜梁区、璧
山区境内的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站前2标段云雾山隧道
首板二衬施工顺利完成。

伴随成渝中线高铁“进度条”不断刷新，成渝实现高铁
双通道图景正在成为现实。

“事实上，推动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并非易事。”市交通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7年，《重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16—2030年）》印发，将成渝中线高铁纳入重庆“米”字
型高铁网。

但这个规划仅是市级层面，此后多年，成渝中线高铁一
直停留在规划层面，没有实质性进展。

转折出现在2020年，当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召开，明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
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四川、重庆携手积极协调国
家相关部委，两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就成渝中线高铁
的规划建设问题向国家建言献策，合力争取项目纳入国家
交通规划的顶层设计。

2021年6月，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印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开工建设
成渝中线高铁，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正式纳入国家规划。

2021年8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成渝中线高铁可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