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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琴

10月24日，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高校、智库、社科界和政府部门的近300位专家学者，围绕壮大成渝主轴、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持续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培育川渝发展新动能等问题开展研讨，分享他们的
精彩观点。

专家学者在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论坛上建言献策

壮大成渝主轴 培育川渝发展新动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被寄
予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厚望。但对地处西南内陆
的成渝地区而言，想要成为新的“增长极”，没有国际大通道
是难以实现的。

纵观成渝地区10余年的发展历程，2011年开辟渝新
欧大通道，2013年开通蓉新欧大通道，2017年西部陆海新
通道贯通，2022年果园港建成世界最大的内河外贸港口，
实现了从长江到印度洋的直达。

2022年，川渝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1.8万亿元。其中，

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7411万台，出口5545万台，均占全
球3成以上。如今，中欧班列（成渝）货运量已占全国总量
的三成以上。这一切，无不依赖于国际大通道的建设。

国际大通道推动了川渝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这一趋势
还在延续。比如，当前成渝两地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而无论是买全球、卖全球，还是吸
引全世界游客来消费，都依托于“海、陆、空”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的构建和完善。

成都、重庆应当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或者欧亚大陆上
的服务贸易高地，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产品标准、环境保
护、外资引进方面协同发力，携手做优国际大通道，以通道
经济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的发展。

如何加强成渝区域协同，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
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发力，
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的关键一招。

具体来看，要协同建设重点实验室，这是成渝地区实现
从0到1原始创新的“撒手锏”；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聚焦产业链中“卡脖子”的工程和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协
同创建西部科学城，合力打造一个科技成果创新和转化的

矩阵；协同创新建设川渝毗邻地区融合创新发展带和科创
大走廊，促进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协同推进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实现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同频共振；协同推进高端人
才引育，打造人才汇聚的高地。

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规律仍是客观
存在的。成渝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只有形成良性
竞争，才能开创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两地需要换位思考，寻找最大公约数，
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借力错位逻辑实现差异
化竞争，在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方面齐心协力，唱好“双
城记”、共建经济圈。

全球化发展至今，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国内
贸易，区域贸易占比持续提升，双边贸易重要性不断显现，
公平贸易的呼声在加强，安全化贸易的呼声越来越大，绿色
贸易动能越发强劲。

在此背景下，全国乃至全球的供应链正在重组，中国供
应链管理不断调整：一方面，需要整合一个有韧性、有潜力
的国内供应链；另一方面，需要构建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
共享的亚太供应链。

由此，长三江、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
为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试验田，作用日益凸显。比如，长三角
一体化，以前局限于沪苏浙，现在把安徽也加了进来，建立
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成立四大产业链的联盟。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安徽不仅在传统赛道上参与竞争，更开辟了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赛道。

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对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也有借鉴意义。当前，成渝地区要着力助推

“中部崛起”，加速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做大川渝地区市
场体量，提高区域人均GDP等关键指标。让成渝城市群
成为一列动车组，每一个城市都能高速运行，一起开往
未来。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当
前，全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全、快而不深，产业链仍有堵点、卡
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加快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步伐势在必行。

要以科技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纵观东京、深圳、
首尔、旧金山等城市的发展之路，强大的科技创新力是其核
心竞争力。未来，成渝地区要在新领域、新赛道积极布局引
领性技术攻关，吸引集聚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要前

瞻部署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
富有成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重视产业集群化发展，着力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万
亿级产业集群。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关键体现在产业
集群优势，涵盖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经营性
成本等多个维度。比如，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城和张江的科
技城，双城呼应、联动发展，依托“科技创新+资本融合”，助
力浦东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典范。

要以现代金融为驱动。当前，深圳、香港、广州地区都
有交易所，成渝地区也在着力培育西部金融中心。未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发展基金。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历程中，广东是一个非常值
得探讨的区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广东人口数量多，
资源约束性和协调性任务重，不可能继续拼土地、拼价
格、拼劳动力，唯有通过创新向上突围，才能奔向高质量
发展的新蓝海。

当前，广东汇聚了全球250家知名企业+机构，专利
数量在中国大陆排在前列，整体都在向创新产业过渡。

比如，几十年时间，深圳从一个“无产业、无人才、无技术”
的三无城市，通过不断创新，培育出华为、比亚迪、TCL、
OPPO等领军企业，攀上中国高端智造的高峰。又如，广
州过去是南方最大的经济体，被深圳超越以后，从轻工业城
市转变为中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从燃油车成功孵化
新能源汽车，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再如，近年来，东莞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速走向创新的前沿，依托建设湾
区大学，布局中国最大的散裂中子源项目等重大设施。

自古华山一条路。创新作为一个高成本的活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一定要用更高的生产效率战胜不断上升的生产
成本，依托创新创造实现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是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生态文明范式将
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崛起。

生态文明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新概念，它是以可
再生能源技术、物联网通信技术、电动交通技术动态结
合为重要基础的“绿数融合”之路。

具体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践生态文明
技术—经济范式，有着内在的地缘性战略需求：一是有
助于突出后发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能亦步亦
趋走其他地区的发展老路，绿色化、数字化道路是必然

选择。
二是规避空间格局“不经济”的劣势。成渝地区身

居内陆，与世界经济中心地域交往成本较高、效率较低、
强度较小，新路子依托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将克服
空间格局“不经济”的短板。

三是契合自身相对较弱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崛起跟东南沿海地区不一样，生
态环境的容量较小、约束较多，需要探寻一种生态环境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当前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践行生态文明技术—
经济范式的战略期、窗口期，要全面实施数字化、绿色化
协同转型发展战略，培育绿数综合偏向的经济体系，布
局绿数综合偏向的紧凑型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助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再上新台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仅是川渝两个省市的
事，也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中，产业发展至关重要，需要把握好“产业融合”“小
众经济”“以用户为中心”“网络效应”“营商环境”五个
关键词。

在产业融合方面，成渝两地要通过技术融合、产业融
合、市场融合，进行产业渗透、产业交叉、产业重组，带来
产业价值链的重构。比如，智能网联汽车正在定义汽车
产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新一轮科技进步的成果。

所谓小众经济，就是要紧跟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

化、优质化、绿色化的趋势，把小体量的经济做精致、做极
致，不断衍生其他产品。要在发展中培育创新能力，做强
区域特色产业，做好发展小众化品牌的文章。

以用户为中心，是指产业结构要从以工业为主向以
服务业为主转变。当前，成渝两地正共同打造富有巴蜀
特色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用户为
中心，就是要改善消费体验，提供人性化、体验化服务。

网络效应，即是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放在全
国大网络里去考量，在网络经济关键性节点建设上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中包括产业生态建设、城乡融合发
展、城市群培育等各个领域，以实现借势发展、造势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越发显著，成渝地区要用营
商环境的稳定性、持续性，对冲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以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投资便利高效、收益
稳定透明、未来发展可期。

当前，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城镇化率有待提高、
市场有效供给仍旧不足，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物理空间平行展开，必然以
区域局部的崛起来带动。成渝地区作为区域中心，初步
具备协同效应和外溢效益，将带动西部地区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成都、重庆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重镇，两地产业集群
的协同性、互补性强，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积极
因素。当前，成都、重庆在合作中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
争，在差异化竞争中实现深度合作，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极具启发性。
比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成渝地区利用后发优势，

在合作中竞争、在互补中互促，快速推进产业经济由产业
链的中低端迈向高端，深度挖掘现代产业的潜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的统筹中，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依托良性的竞合关系实行定制化解决方
案。当前，两地在不同区域、领域、赛道上突破原来的条
条框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案例
纷纷涌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在重点领域建设方面，成渝两地敏锐把握时代趋
势，既差异化布局数字经济的发展、培育专精特新企
业，又携手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充分释放重庆、成都独
特的城市魅力，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投资创业
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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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院荣誉院长贾康：

成渝两地在良性竞合中
引领西部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

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
要把握五个关键词

中国社科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

生态文明范式
将加快双城经济圈崛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

依托创新创造
实现高效率可持续发展

辽宁大学资深教授林木西：

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势在必行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

供应链重组背景下的
双城经济圈视角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党委书记杨继瑞：

仍需在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发力

重庆工商大学原副校长廖元和：

加速推动双城经济圈
国际大通道建设

10月24日，第二
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发展论坛在重庆悦
来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

（本版图片由记
者罗斌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