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目前有西永、两
路果园、江津、永川、万州、
涪陵6个综合保税区，是重
庆汽车、电子等产业和开放
型经济的集聚地。

西部首个国家级开发
新区，重庆对外开放的“排
头兵”，也是重庆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
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涵盖两江片区、西永片区、
果园港片区3个片区。

中国和新加坡第三个
政府间合作项目，重庆为项
目运营中心，以金融服务、
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
技术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重庆自贸试验区 两江新区 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

7月16日，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新加坡·重庆周”
正式启动。

重庆与新加坡，一个依山而建，一个临海而居，如
今，两地不以山海为远，携手同行，亲密无间。

渝新两地能有如此缘分，得益于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下简称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2015年11月6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户重庆，主
要聚焦金融、航空、物流、信息四大重点领域，陆海新通
道就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物流领域实现的成果。

时间回到2016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刚落户重庆不
久，重庆与新加坡方面都在思考，在物流交通合作领域，
如何摆脱简单的“项目投资”思维，把合作效果拓展到更
多领域。

随后，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新加坡港务集团（PSA）三方聚集在重庆，讨论了构
建陆海新通道的方案。

2017年2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中新双方提议，建设一条

“北部湾—新加坡—重庆”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
合的陆海贸易路线。

2018年11月12日，中新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该通道正式定名为“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道”。

因此，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一直积极推动陆海新通道
的发展。比如《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推动
通道基本建成连接中国西部和东盟之间高效便捷、开放畅
通、安全稳定、具有竞争力的贸易物流、产业合作与科技人
文交流的陆海新通道，初步形成跨国跨区域合作新机制。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其他重点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信息领域，双方启用了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这也是我国首条针对单一国家的“点对点”国
际数据专用通道；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建成投用，具
备1684个机柜、2.3万台服务器的支撑能力。

金融领域，新加坡来渝设立的法人金融机构增长到
14家；中新金融峰会已连续五年在重庆举行。

航空领域，“重庆—新加坡”航线客改货航班保持每
周2班运行、客运航线保持每周1班宽体机运营。中新
航空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万科冷链物流项目快件集散
中心（一期）建成投用，普洛斯智慧物流枢纽项目完成主
体结构建设。

不仅如此，如今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还拓展了农
业、文旅、环保等领域的合作，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正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一张“金名片”。

截至目前，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签约政府和
商业合作项目72个，金额2.6亿美元，金融服务项目27
个，金额59.3亿美元，新加坡也成为重庆利用外资最大
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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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以下
简称中国摩博会）在重庆国博中心举行，中国、美国、意大
利、德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70个品牌、1000余款车型集中亮相，展现了摩托车及电
动车最前沿的技术。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摩托车专业展会，中国摩博
会不仅是最大的摩托车展会之一，更成为全球摩托车产
业发展的风向标。

这样一场展会，能给重庆带来什么？
答案是：让世界聚焦重庆的机会。
会展作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不仅能带来直接

的经济效益，还能加强举办地与外界的经贸、文化交
流，提升区域知名度。所以，会展也被誉为“触摸世界
的窗口”。

深谙此理的重庆，近年来在展会上持续发力，让世
界透过“窗口”聚焦重庆，也让重庆通过“窗口”了解世
界。

2018年，举办了20届的渝洽会宣布更名为西洽会，
一字之变，让其升级为服务西部、服务全国、服务全球的
国家级展会，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也成为了西洽会最
重要的内容之一。

比如，首届西洽会就设置了“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第
二届西洽会又促成“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永久落户重
庆。再如，活动设置方面，西洽会召开了包括“一带一路”
跨境投资与贸易对接会、“RCEP与西部开放”国际合作
论坛等活动，直接推动西部省区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经贸往来走深走实。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智博会）在重庆举行，从此永久落户重庆。智博会聚焦大
数据智能化领域，一直以“国际科技合作盛会、国际产业
合作盛会、国际经贸合作盛会”为办会目标，不断深化数
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仅2023年智博会，就有32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
企业家，509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包括新加坡、匈
牙利、阿根廷、以色列等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此外，重庆还打造了一批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展
会，比如国际汽车展览会、重庆国际半导体展会、中国（重
庆）国际塑料工业展等。通过这些展会，重庆加强了与世
界各国，特别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多层
次对接，合作更加深入。

截至目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中，有8个国
家在渝设立领事馆，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结为国
际友城、友好交流城市分别达31个和77个。2022年，重
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进出口额2214亿元，占
进出口总额的近30%；实际使用外资16.32亿美元，占比
近90%。

各大展会平台：
重庆触摸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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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9 月 15 日，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

电力行业龙头——日立能源宣布，其

全球变压器智能制造基地正式在重庆

两江新区投产，这也是日立能源全球

最大、最智能化的生产基地之一。

对两江新区而言，类似项目不胜

枚举。

福特汽车在两江新区推动重庆成

为福特汽车继密歇根州之外全球最大

的生产基地；康明斯在中国的首个发动

机合资企业成立于两江新区，并投运了

发动机制造新基地；康宁“大猩猩玻璃”

大陆首个生产线落户两江新区……

外资企业为何偏爱两江新区？答

案是：这是西部首个国家级开发新区，

也是重庆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和重要

平台，其外向型经济体量占重庆外向

型经济总量近四成。

在区域开放的格局中，平台不可

或缺，只有各平台发挥好了“火车头”

和“主载体”的作用，区域开放才能拥

有“源头活水”。十年来，各大开放平

台百花齐放，推动重庆开放功能持续

完善，也使重庆加速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

对外开放平台“百花齐放”
重庆联通世界 世界聚焦重庆

截至目前，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
签约政府和商业合作
项目 72 个，金额 2.6
亿美元；金融服务项
目27个，金额59.3亿
美元。

59.3亿美元

2022年，重庆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地区)进出口额2214
亿元，占进出口总额
的近 30%；实际使用
外资16.32亿美元，占
比近90%。

2214亿元

2023年7月，“新加坡·重

庆周”在新加坡启幕，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书写渝新两地新时代合作新

篇章。

瞬间4

瞬间1

2017年4月，重庆自贸试

验区正式挂牌。

瞬间2

2018年5月，“渝洽会”更

名为“西洽会”，上升为国家级

展会。

瞬间3

2018年8月，重庆成为智

博会永久举办地，重庆在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拥有了首个国

家级展会。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重庆印记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③大道如砥

9月19日，一艘货船刚刚驶离果园港，企业们就开
始在海关大厅办理退税手续。

以前，企业必须把货物运到出境港口并办理了结关
手续后才能退税。而现在，在果园港，企业的货物只要
出港就视同出口，即可办理退税。

这项政策，名为“启运港退税”，它能提升企业的资
金周转和使用效率，缩短资金占用周期，为外贸出口创
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累计
办理启运港退税超3700万元，平均退税到账时间缩短
20个工作日。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启运港退税实施后，不
仅为重庆外贸企业带来便利，还带动周边城市的货源往
重庆港聚集，提高重庆开放的辐射带动力。四川宜宾的
五粮液集团、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德阳瑞隆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来到重庆。

优化营商环境是重庆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之一，
6年多来，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创新出包括启运港退税
在内的一系列举措。

比如，通过实施“集中审核作业模式”，行政审批事
项办理时间较法定时长缩减86.26%。在通关时间上，
推动海关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通关无纸化率达到
99.9%。

“重庆自贸试验区的定位，就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当好重庆对外开放政策的

‘试验田’。”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想要实现目标，
重庆自贸试验区就要敢于“先行先试”，既要完成国家部
署的改革任务，也要坚持差异化探索。

挂牌6年以来，重庆自贸试验区累计培育重点制度
创新成果118项，其中89项在全市复制推广，7项向全国
复制推广。

涉外商事“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便是一个向全国
推广的案例。

以往，涉外商事纠纷的诉讼、仲裁、调解3种主要解
决方式并没有“互通”，而在涉外商事“一站式”纠纷解决
机制下，当事人只需要通过重庆涉外商事一站式多元解
纷中心，就能同时了解3种方式，且找到相应机构，省去
了大量时间、精力、资金。

通过该机制，重庆累计成功调解涉外商事案件184
件，实现全国首例涉外商事诉仲对接。

这一创新举措还入选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
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最
佳实践案例”。

正是这些创新举措，让重庆自贸试验区成为重庆外
向型经济的集聚地。

2022年，自贸试验区以全市1.46%的面积，贡献了
全市超1/10的新设企业、近1/2的实际使用外资、近2/3
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在同批设立的自贸试验区中，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排名第四、占比排名第一，外贸进出口总
额及占比均排名第二。

重庆自贸试验区重庆自贸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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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满载货物的集卡
驶出重庆果园保税物流中心（B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