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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1月9日上午，北京西长安街11号，国务院新闻办新
闻发布厅“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有关情
况”新闻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超过40家媒体的记者早
早来到现场架起长枪短炮。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作为国家区域重大
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走过五年历程，进入积
厚成势、整体跃升新阶段。

站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各路媒体对双城经济圈
建设充满好奇与期待。

有的着眼全局：五年来，国家在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
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成渝“双核”如何带动周边城市共同
成长？

有的关注一域：川渝如何深化产业合作？在跨区域
改革协作方面有什么做法？如何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

……
面对记者们热情的提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陈亚军，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新武，四川省副省
长李文清，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俊杰一一作答。

8.6万亿元、548个港口、3.6万列、355项、全球2/3的
iPad、近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超1亿台智能手机……一
组组数据铿锵有力，印证着双城经济圈天翻地覆的变化。

川渝高竹新区、“宽洪大量”文旅CP、铜钵河、川渝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一个个故事生动鲜活，勾
勒出拔节向上的“双城”形象。

一个锐意创新、活力四射、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双
城经济圈，正阔步迈向新天地。

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极”
——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看川渝如何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2025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收
官之年。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下一个5年，川渝如何进一
步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发布会上，这也成为各
大媒体追问的热点。

对此，从国家层面到川渝两地都有着清晰的规划。
陈亚军透露，国家发改委将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编

制，适时启动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起草工作，
谋划一批战略任务、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全力推动双城经济
圈建设再上新台阶。

其次，国家还将推动重庆、成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培
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进一步强化双城经济圈对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
区、大小凉山等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不断提高区域

协调发展的水平。
同时，国家还将持续加大政策赋能，支持两省市在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上再加力，在共同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再加力，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建设上再加力，增添创新
创造动力和活力。

陈新武则表示，川渝将共同推动国家综合改革先行先
试，优先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大力建设“数字成渝”，联手打造一批具有川渝辨识度
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重庆将承办世界环境日国家主
场活动。重庆将以此为契机，会同四川一体推进“九治”，深
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共同推进传统产业节能降
碳改造、清洁能源开发，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

此外，重庆还将联手四川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
施的“硬联通”和综合服务的“软联通”，做大做强中欧班列
（成渝）品牌，协同构建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深化川渝自贸
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带动西部地区加速高水平开放。

李文清提出，川渝将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主攻

方向，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发展壮大优势主导产业，
共育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核技术应用等未来产
业，为提升成渝地区的经济总量、发展质量、全局分量提供
有力支撑。

此外，川渝还将持续深化便捷生活行动，加强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协同发展教育、打造健康共同体、营造就业创业
环境等，打造“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的双城经济圈，
让广大群众享有双倍便利、收获双倍成果。

曹俊杰说，以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周年为新的起点，成都
将携手重庆加快成渝直联直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动产
业跨区域建圈强链，推进科创资源共享共用，共促金融改革
措施同等适用，持续提升双核辐射力、带动力，共同唱好新
时代西部“双城记”。

并肩共赴下个五年

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场
景中来谋划，五年来，双城经济圈取得哪些成效，如何打造
国家区域发展“第四极”是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备受瞩目。特别是，重庆西
扩、成都东进，成渝“双核”联动联建有哪些动作？

“近年来，成渝双核联动联建不断走深走实。”曹俊杰表
示，共建综合交通枢纽按下快进键，两地机场强化协同运
营、航线合作、航班衔接，两地公交、轨道“一卡通”“一码通”
全面推广，成渝高铁日均开行动车组数量增加到102对；共
建先进制造业集群迈上新台阶，建成全球最大的OLED生
产基地和中国最大的柔性显示产业集聚地，两地汽车零部
件全域配套率提升到80%；共建西部科学城跑出加速度，
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正式揭牌，联合实施科技攻
关项目111项，成都生物券与重庆技术服务平台实现跨区
域共享共用；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取得新突破，共同争取异地
办理外债登记等4项试点获批，成为全国首个跨地区开展
外债便利化试点的地区，两地企业登记金额超过244亿美
元；共建现代化都市取得新突破，深入实施成渝通办事项和
便捷生活行动事项，2024年两地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结算达
到了317万人次，增长27%。

以“双城”为引领，当前，川渝正强化“双圈”互动，促进
“两翼”协同，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不断优化。

陈亚军提出，“双城”引领不是一味要做大双城，而是要
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五年来，
重庆、成都宜居和韧性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在“双圈”方面，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同城化水平不
断提高。从通勤圈看，璧山至铜梁等一批市域（郊）铁路建
成通车，“双城”间火车日均客流达到7万人次；从产业圈
看，重庆支持渝西地区先进制造业跨越发展，成德临港经

济、成眉高新技术、成资临空经济三大产业带初步形成；从
生活圈看，重庆和广安31项事项实现通办，都市圈内住院、
门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实现。

在“两翼”方面，从北翼看，渝东北、川东北一体化稳步
推进，万达开共同培育先进材料等产业集群；从南翼看，川
南、渝西探索建立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协调机制，泸州、永
川、江津在汽摩新材料等领域加快协同发展。

区域经济格局的优化，有效助推川渝深化产业合作。
“当前，‘川渝造’已成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名片。”李文

清介绍，成渝地区已成为全球前十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地，
全球2/3的iPad、近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超1亿台智能
手机都出自川渝；汇聚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超2000家，
全国每7台汽车有一台产自川渝、超过1/5的动力电池实
现“川渝造”；腾讯等众多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落户川渝，两省
市工业互联网标识累计注册量、解析量均突破380亿个
（次）。

激发新质生产力，也成为川渝携手共进的主攻方向。
陈亚军表示，近年来，川渝提速建设国家精准医学产业

创新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新布局电磁驱动聚变装置等3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累计联合实施重点研发项目
257个，已汇聚高新技术企业2.7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800家，两地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产业规模
分别达到1.7万亿、1.2万亿、1.1万亿元。

经济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的同时，改革开放因子正在
巴蜀大地喷涌而出。

“五年来，川渝联动实施了197项改革措施，全力打造
跨区域协作样板。”陈新武提出。

比如，川渝深入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其
中全国首个跨省共建的省级新区——川渝高竹新区，被赋
予行政主体资格，率先打造一体化运行的跨省域税费征管
服务中心，统一79项税费政策。

又如，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川渝已实现毗邻地区公平
竞争交叉审查、互评政策措施626件；建成铁路和高速公路
通道22条，每天两地间人员往来超过100万人次；川渝互
访游客每年超过1亿人次，带动全国超过10亿人次来川渝
畅游。

改革的厚积薄发，也带动了开放的阔步前行。其中，西
部陆海新通道就是助力川渝跻身开放前沿的重要支点。“七
年多来，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与
沿线省区市一道，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走深走
实。”陈新武表示。

截至2024年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开行铁海联运
班列达到1.5万列，国际铁路联运班列接近1900列，跨境公
路班车超过2.2万车次，通达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548
个港口，拓展“北货南下”通道，打破“西货东出”格局。发展
通道经济，到2024年底，已经累计运输货物82.6万标箱、
货值超过1400亿元，货物品类从最开始的80多种增加到
1160多种，“渝车出海”远销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2024
年1—11月重庆市汽车出口43.5万辆、增长30%以上，其
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万辆、增长了1.5倍。

推进改革创新，探索铁海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实现
物流运输“一次委托、一次付费”“全程不开箱”，通道综合物
流成本较开行之初下降了10%以上。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也是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落脚点。

“近年来，川渝正携手共建民生的‘幸福圈’。”李文清表
示，聚焦共建“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川渝推动成自宜高
铁、渝昆高铁川渝段建成通车，成渝之间9分钟开行一列高
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为现实。

此外，两省市共同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推动2300家医疗机构实现电子健康卡扫码互认，二
级及以上公立医院161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两省市互相增投高等学校
招生计划累计超过18万人，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
65个优势学科结对共建“双一流”学科，推进教育协同发
展。

环境也是民生。陈新武介绍，五年来，川渝一共签订落
实了131项生态环保合作协议，一体推进美丽川渝建设。

比如，川渝设立全国首个跨省市联合河长制办公室，携
手治理81条跨界河流，长江干流川渝段国控断面年均水质
稳定达到Ⅱ类。其中，两省市落实6亿多元、实施57个项
目，让曾经污水横流的铜钵河生态焕然一新。

同时，川渝协同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超过1300
万亩，提前1年完成了1.5万艘渔船、2.7万名渔民退捕上岸
任务，长江干流重庆段监测鱼类较禁捕以前增加一倍以上。

此外，川渝还在全国率先开展跨省共建“无废城市”，碳
市场累计成交超过9000万吨，合力建设成渝“氢走廊”，已
有1000多辆氢燃料电池汽车上路运营，氢能产业发展初具
规模。

川渝携手成绩斐然

回望时间的足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2020年
新年伊始，拉开序幕。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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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被写
入党的二十大报告。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
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重庆、
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
西部“双城记”。

发布会上，陈亚军表示，五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与川渝
两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压茬推

进各项任务举措，扎实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
编制出台一批重大规划。自2021年10月《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印发以来，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
的规划方案相继出台，“1+N”的规划体系全面形成。从重
点领域看，相继出台综合交通运输等专项规划；从重点区域
看，指导地方编制出台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两个发展规
划，印发实施“川渝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和“川南渝西地区
融合发展”两个总体方案。

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在交通领域，开工建设成渝
中线高铁、川藏铁路，建成开通渝昆高铁渝宜段、成都至自

贡至宜宾高铁；投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加快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改扩建，两地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3亿人次；长江上
游首个万吨级码头重庆新生港如期开港，嘉陵江利泽航运
枢纽顺利通航。

在能源水利领域，加快建设川渝天然气千亿立方米级
产能基地等标志性项目，建成投运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近五年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
支持川渝两地项目建设近4000亿元。

布局打造一批重要平台。推动在双城经济圈布局一批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将两地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集群纳入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重庆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支持现代流
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推动两地联手打造中欧班列（成渝）
品牌，开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泰、中越、中缅班列。

推进一批重大改革。推进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
改革，推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支持川渝高竹
新区等省际毗邻地区开展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将两地纳入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联动实施范
围。

建立健全一套工作机制。把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纳入
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两地
建立健全党政联席会议、联合办公室、干部互派等机制，召
开10次党政联席会议、设置22个联合专项工作组、选派
501人次干部交流挂职。

顶层设计持续发力

2024年12月27日，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市
民正在办理业务。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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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4日，荣昌国家高新区，一家为多个笔电品牌
供应原料的工厂正加紧生产。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2024年12月24日，重庆西站，旅客登上“复兴号”车厢，
准备前往成都。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