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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21年一季度，重庆汽摩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3%，
拉动规上工业增长9.1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作为重庆汽摩产业的龙头，2021年一季度，长安汽车
产销同比增幅分别达114.41%和111.56%。受此拉动，长
安汽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77%，归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
长35.3%。

长安汽车，是重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透过
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一部从抗战时期东部企业
内迁到工业经济整体提档升级的重庆工业发展史。

1937年，长安汽车前身——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是
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1958年，长安生产了中国第一
辆吉普车——“长江牌”46型吉普车，填补了中国汽车工业
的空白。1984年，长安生产出中国第一批小型汽车。

2015年3月20日，首款由长安铃木代工生产的长安自
主品牌汽车正式下线，走出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汽车
由合资车企代工生产的第一步；当年12月15日，长安品牌
2015年第100万辆乘用车下线，标志着长安成为我国首个
乘用车年产量过百万的自主品牌。

不过，由于迟于产品创新，从2017年开始，长安汽车开
始进入下行通道。2018年，长安汽车销量下滑25.58%，全
年净利润下滑九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亏损高达
31.65亿元。

面对危机，长安汽车启动以“从传统产品向智能化+新
能源产品转型”为重点的转型发展，提出到2020年，将完成
三大新能源专用平台的打造，2025年将全面停售传统意义
上的燃油车，实现全谱系产品电气化。

为促进智能化的快速发展，长安汽车与华为、科大讯
飞、蔚来汽车、英特尔、腾讯、阿里巴巴等多领域企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深入合作。2020年，长
安汽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79%，实现扭亏为盈。当年，
重庆汽车整体产量达158万辆，同比增长13%，产量占全国
比重较2019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规上汽车制造业完成产

值3672亿元，同比增长12%。
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数字产业异军突起，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重庆工业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2017年以来，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通过打造“智造重镇”“智
慧名城”，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装上新引擎，让高质量发展
之路越走越宽广。

“智造重镇”建设方面，三年来，智能化改造项目累计实
施近2000项，新建数字车间近400个，新增大数据智能化
企业2500余家，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25%
左右，智能产业发展位于全国第一方阵。2020年10月，《中
国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2020）》发布，重庆市两化融合

发展总体水平达59.2，位列中西部第一。
“智慧名城”建设方面，从2019年起，重庆形成以市政府

主要领导任“总云长”，6位市领导任“系统云长”，110个市级
部门、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任“云长”的“云长制”体系。截至
2020年底，“云长”单位累计上云信息系统2458个，上云率
98.9%，同比提升13%；累计整合关停信息系统2079个，整合
率68.4%，同比提升18%，居全国前列。截至2020年底，全
市数字经济企业数量达到1.85万家，同比增长11%。

智博会，是重庆为高质量发展搭建的重要平台之一。
2018年8月23日至25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在重庆举行，并永久落户重庆，每年举办一届。智博会把握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快建设智能经济和
智慧社会，为重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重要支撑。

20202020年年88月月，，长江流域丰都段长江流域丰都段，，集装箱船队正行驶在长江上集装箱船队正行驶在长江上。。 市交通局供图市交通局供图

▲▲20202020年年55月月2929日日，，长城汽车永川工厂长城汽车永川工厂，，焊装车间生产线上的全自动机器人正在工作焊装车间生产线上的全自动机器人正在工作。。 记者记者 崔力崔力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20182018年年55月月1717日日77点点3333分分，，西部某发射基地西部某发射基地，，由中由中
国民营企业零壹空间自主研制的国民营企业零壹空间自主研制的OS-XOS-X型火箭型火箭““重庆两江重庆两江
之星之星””号首发成功号首发成功。。 记者记者 万难万难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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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又一个国际大品牌汽车借道重庆口岸，转运行销全国市场。
6月21日，全国首趟奥迪进口保税整车专列搭载中欧班列（渝新欧），成功运

抵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综保区保税仓储，标志着奥迪进口保税仓储项目进入
常态化运行。本次专列共进口82台奥迪A8L，货值超过3200万元，实现了该品
牌整车进口保税仓储的突破。

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中，重庆率先在内陆开展批量进口大贸整车保税仓储
业务，已引进保时捷、奥迪、ART（奔驰授权改装品牌）等品牌主机厂设立西南地
区进口整车保税仓储分拨中心，从2020年10月至今年5月，重庆西永累计开展
整车保税业务共计5500余辆，约30亿元人民币。

国际商品大进大出，激活本地消费，又以转口贸易培育生产服务业，再加上
与日俱增的投资以及一直以来较高水平的出口，2021年一季度，重庆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5995.2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8.4%！

即便是在多种不利因素交织的2020年，重庆也迅速实现由负转正，全年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9%。当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是
1949年的1800倍，其中工业增加值是1949年的3996倍。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百年来，重庆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不懈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巴渝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近年来，重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重要指示要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加注
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推动重庆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当前，重庆正切实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住经济
基本面，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巩固提升汽车、电子等支柱产
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金融、物流等现代服
务业。深入抓好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壮大“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培育“云联数算
用”全要素群，打造“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党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决策后，重庆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情，齐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努力
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回到文章开头一幕。近年来，重庆围绕“一枢纽两高
地”建设，充分利用中欧班列（渝新欧）、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国际物流通道资源，发挥整车进口口岸功能，立足西部、面
向全国开展汽车整车等大宗商品进口，培育和繁荣西部地
区消费市场，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2021年一季度，重庆合同外资11.99亿美元，同比增长
48.32%；实际利用外资18.35亿美元，同比增长35.91%。其
中，外商直接投资3.25亿美元，同比增长63.73%，高于全国
整体增速19.97个百分点。

这并非偶然。2019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792.8亿
元，同比增长11%，高出同期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增速7.6
个百分点。2020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全年

进出口总值6513.4亿元，同比增长12.5%。
外资外贸持续高速增长，源于重庆在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中的努力作为。近年来，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着力拓展开放通道、提升开放平台、发
展开放型经济，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努力在西部地区带
头开放、带动开放。

在拓展开放通道方面，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构建东西南北“四向”连通、铁公水
空“四式”联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融合的开放
通道体系，构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撑。

目前，重庆已经建成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计8条出
境大通道。其中，中欧班列（渝新欧）创下开行时间最早、

数量最多、运输货值最大、辐射范围最广、带动产业最强
等五项“全国之最”，累计开行超过7000班；重庆“西部陆
海新通道”形成铁海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
联运班列三种方式，其中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天天班”稳
定双向对开。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102个国家、
304个港口。

在提升开放平台方面，重庆更是大手笔。例如，
2015年4月16日，中西部地区唯一的贸易功能区——重
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贸易功能区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启
动，意味着重庆保税港区在内陆地区率先升级成为统筹
外贸和内贸两个市场、整合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的开放
平台“2.0版”。

2015年11月7日，中新双方在新加坡签署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重庆市
政府同新加坡贸工部签署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实施协议，正式启动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中国—新加
坡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此举进一步推动重庆与新

加坡的宽领域、深层次全方位合作，成为重庆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的新引擎、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带动内陆地区特别是
西部地区开放发展。

为打造开放平台，重庆还集中力量抓好两江新区、重庆
高新区、重庆经开区等19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建设。截
至2021年3月底，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累计推动
双方签署各类商业合作项目110个、总金额207亿美元，跨
境融资项目150个、总金额131亿美元；重庆自贸试验区形
成197项制度创新成果，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引领
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

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重庆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
带产业文章，外贸进出口超过6500亿元，利用外资稳定在
100亿美元以上，在渝世界500强企业达296家，与重庆开
展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24个。与此同时，重庆紧跟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新部署新要求，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取得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对重庆作出了
“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
范作用”的重要指示。

在“三个作用”的指引下，重庆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书写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例如，2020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数量保持大幅增长，东盟跨境公路班车
也同比增长126%。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重大战略部署。重庆迎来协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机遇。2020年，川渝地区GDP总量占全国比重稳步上
升，较2019年提高0.15个百分点。2021年一季度延续良
好发展势头，重庆、四川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
18.4%、15.8%。目前，川渝两地累计签订合作协议248份，
推出两批共210项川渝通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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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1.2平方公里土地，年客流量近2亿人次，年社会零售总
额超过800亿元！这里，是解放碑商圈。

作为重庆最悠久、最核心的商业地标和城市窗口，解放
碑商圈历来是重庆商业发展的风向标。

1997年12月27日，中国西部第一条商业步行街——
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建成，成为当时西部地区最大的商业
步行街，被誉为“西部第一街”。1999年以来，解放碑相继

被命名为“全国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示范点”和“全国百城万
店无假货创建活动示范街”。2020年7月，解放碑步行街入
选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名单。

成就解放碑商圈的，是重庆在商贸领域的改革创
新。以“四放开”改革为例，1991年 8月17日，重庆市政
府印发《重庆市商业零售企业“四放开”改革试行办法》，
对全市国营、集体商业企业实行经营放开、价格放开、分

配放开和用工放开（简称“四放开”）。同年11月，由商业
部、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
渝州宾馆召开，会议对重庆市商业“四放开”作出高度评
价。1992年3月，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宣布全国推行重庆

“四放开”改革经验。
今天解放碑商圈的持续繁荣，源于重庆在打造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中的一系列扎实举措。2019年12月，重庆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提出，重庆
将通过实施国际消费集聚区打造、渝货精品打造等10大工
程，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形成消
费聚集、品牌汇集、流通集散、价格形成、产业服务的中心功
能。按照该意见，到2022年，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

破1.1万亿元，到202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3万亿元。

为此，解放碑商圈先后完成16万平方米商业调整改
造，率先启动首店、首牌、首秀、首发“四首经济”，大力引进
品牌首店、品牌旗舰店。仅2019年，这里就引入阿迪达斯
品牌全球中心等首店、首牌25个，新增离境退税商店19家、
总数达24家，举办各类首发、首秀活动30余场，实现营业
额200多亿元，同比增长14.8%。

解放碑商圈是重庆商贸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2020年以来，重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以提
振消费稳定经济增长为目标，稳定市场供应，助力企业发
展，有力畅通消费市场内循环，助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

展。2020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787.2亿元，同
比增长1.3%，增速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列全国第4位。
2021年以来，全市消费市场进一步回暖，继续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378.8亿元，同比增长41.7%。

为进一步促进商贸业发展，加快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2021年5月，重庆出台《关于培育发展“巴渝新消费”的
实施意见》，提出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实施“巴
渝新消费”八项行动，加快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目
的地。到202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5万亿
元以上，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达40%左右，消费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50%。

商 贸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国 际 消 费 目 的 地

重庆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实施“巴渝新消费”八项行动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打造打造““智造重镇智造重镇”“”“智慧名城智慧名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宽广

▲▲2020年7月，石渝高速涪陵段旁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 市交通局供图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料图片））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记者记者 张锦辉张锦辉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鸟瞰西部鸟瞰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科学城。。 重庆高新区供图重庆高新区供图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楼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楼。。记者记者 罗斌罗斌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江北嘴中央商务区金融机构云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金融机构云集。。 记者记者 崔力崔力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20192019 年年 44 月月 2626
日日，，重庆首趟陆海重庆首趟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出新通道铁海联运出

口印度尼西亚专列口印度尼西亚专列，，
从沙坪坝团结村车站从沙坪坝团结村车站
发车发车。。

通 讯 员通 讯 员 喻 庆喻 庆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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