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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轨道上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轨道交通总规模达到1万公
里以上，完善重庆、成都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

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高度融合、枢纽无缝衔接

《规划》指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轨道上
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出川渝四向通道基
本形成，形成功能清晰、布局合理的设施“一张
网”，点线协调、衔接高效的枢纽“零换乘”，客
货并重、联程联运的运输“一体化”。

轨道交通总规模达到1万公里以上，其中
铁路网规模达到9000公里以上、覆盖全部20
万以上人口城市，完善重庆、成都都市圈1小
时通勤圈，实现重庆、成都“双核”间1小时通
达，“双核”与成渝地区区域中心、主要节点城
市1.5小时通达，与主要相邻城市群核心城市
约3小时通达。

到203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
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多层次轨道交通
网络高度融合、枢纽无缝衔接、运营智能高效，
运输组织水平、科技和体制创新能力位于国内
前列，轨道交通全面发挥客运和货运骨干作
用，支撑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

推进“四网融合”
打造内联外通的干线铁路网

《规划》要求，以重庆、成都“双核”为中
心，成渝主轴为骨架，统筹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布局和衔
接，加快补齐城际和市域(郊)铁路短板，构建
层次清晰、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的多层次轨道
交通网络。

推进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着重打
造内联外通的干线铁路网，构建客运通道和货
运通道。

客运通道方面，强化成渝双城间直联直
通，建设成渝中线高铁，打造成渝间直达客流
主通道。依托京昆、包(银)海、兰(西)广、沿江、
厦渝等高速铁路主通道，加快高速、普速干线
铁路建设，形成四向拓展的干线铁路网，支撑
成渝地区快速联通其他重要城市群。

东向加快建设沿江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
州段和重庆至万州段、郑万高铁襄阳至万州
段、重庆至黔江高铁，规划建设沿江高铁涪陵

至宜昌段，规划研究黔江至吉首高铁；南向加
快建设成都至自贡、重庆至昆明高铁，适时规
划建设重庆至贵阳高铁，快速联通粤港澳大湾
区、北部湾、滇中、黔中城市群；西向建设川藏
铁路雅安至林芝段，打通入藏战略通道，快速
联通西藏、沟通南亚；北向依托既有西成高铁、
宝成铁路、兰渝铁路、襄渝铁路，加快建设西宁
至成都铁路，规划建设重庆至西安高铁重庆至
安康段，快速联通京津冀、关中平原、兰西城市
群。

货运通道方面，填补路网空白，适当补强
运力紧张路段，打造大容量、高效率的沿江货
运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普速铁路通道
运能，完善货运铁路设施布局。

城际铁路网
实现“双核”直连直通

以成渝主轴为骨架，重庆、成都“双核”辐
射为主体，节点城市连接线为补充，优先利用
干线铁路开行城际列车，实现“双核”直连直
通、城市群节点互联互通。

成渝主轴——依托成渝北线、中线和南线
综合运输通道，利用既有沪汉蓉铁路成遂渝
段、成渝高铁，以及规划建设的成渝中线高铁
等干线铁路开行城际列车，加强重庆、成都

“双核”之间快速联系，支持重庆向西、成都向
东拓展。

双核辐射——以重庆中心城区、成都为核
心，依托四向拓展干线铁路网络，构建“双核”
与区域中心城市、主要节点城市之间的城际运
输网。

强化“双核”辐射带动，利用成贵、渝万高
铁等干线铁路开行城际列车，建成自贡至宜
宾铁路，规划建设成都外环铁路简州至空港
段、资阳西至眉山北段、寿安至彭州段及彭州
至德阳北段(部分兼具联络线功能)、重庆至遂
宁铁路。

市域(郊)铁路网
打造1小时都市交通圈

以服务便捷通勤为重点，围绕支撑重庆、
成都都市圈，优先利用既有铁路资源，通过优
化运输组织、补强既有铁路、改扩建局部线路、
改造站房站台、增建复线支线及联络线、增设
车站等方式公交化开行市域(郊)列车，有序新
建市域(郊)铁路，有机衔接中心城区城市轨道
交通，打造1小时都市交通圈、通勤圈。

重庆都市圈——优先利用既有成渝、渝贵
铁路等富余能力开行市域(郊)列车，加快建设
重庆中心城区至合川、重庆跳蹬至江津、璧山

至铜梁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重庆中心城区
至永川、重庆中心城区至南川、重庆中心城区
至綦江(万盛)、璧山至大足等重庆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推动重庆中心城区与渝西地区融合
发展，率先实现重庆与璧山、江津、长寿、南川
同城化。

成都都市圈——加快建设成都至资阳市
域(郊)铁路，规划建设成都至德阳、成都至眉
山、龙泉至天府机场，改造宝成铁路并规划建
设青白江至金堂等成都都市圈市域(郊)铁路，
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

要完善“双核”城市轨道交通网，统筹城市
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规划建设，缓解重庆、成
都等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

完善重庆、成都等超大、特大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同步推进轨道交通新线建设和既有设
施更新改造，统筹做好城市轨道网与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及城市重要交通枢
纽的预留和衔接，强化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公
共交通中的骨干作用，提升设施资源整体利用
效率。

枢纽衔接
完善三级客运枢纽场站体系

完善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系统枢纽功能及
规划布局，规划建设九龙坡站至重庆东站直通
线等枢纽疏解线或联络线，构建层次清晰、结
构合理、分工互补的客运枢纽场站体系。

打造重庆西站、重庆东站、重庆北站、成都
站、成都东站等Ⅰ型客运枢纽，促进综合枢纽
内部功能布局紧凑、“零距离”换乘。

打造重庆站、江北机场、科学城站、天府
站、成都南站、成都西站、十陵南站、天府机场
站、双流机场站、简州站等Ⅱ型客运枢纽，推
进立体换乘，促进与机场等其他交通方式无缝
衔接。

打造沙坪坝站、复盛站、江津北站、铜梁
站、大足石刻站等Ⅲ型客运枢纽，强化枢纽与
公交、慢行、停车系统接驳。

此外，《规划》还要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强化铁路货运服务，促进轨道交通与
城市功能融合，构建高水平轨道交通体系，推
进各层次轨道交通高效融合、管理协同、绿色
发展，提升运营服务水平和出行体验。

到2025年成渝地区轨道交通总规模达1万公里以上

铁路网络覆盖全部20万以上人口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2月22日，西
部（重庆）科学城2021年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举行，共有5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1063亿元。

据介绍，集中开工的项目中，按投资金额
划分，投资200亿元以上项目1个，50亿元以
上项目5个，10亿元以上项目27个。按项目
类型划分，科技创新类7个、总投资125亿元；
产业发展类29个、总投资563亿元；城市建设
类14个、总投资375亿元。

从地域来看，科学城核心区（重庆高新区
直管园）项目共15个、总投资660亿元，占集

中开工项目总投资额的62%。其中，投资200
亿元以上项目1个、50亿元以上项目5个、10
亿元以上项目13个。具体包括金凤城市中心
一期、科学会堂、中国平安科学城大健康科技
园一期、重庆大学科学中心、科学谷二期、重庆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城院区等。

科学城九龙坡片区项目共7个、总投资90
亿元，具体包括润泽（西南）数据经济产业园、西
彭园区智能高科技产业基地标准厂房项目等。

科学城沙坪坝片区项目共8个、总投资90
亿元，具体包括美宜佳（重庆）产业园、人工智
能应用研发中心暨总部基地等。

科学城璧山片区项目共8个、总投资86亿
元，具体包括磁悬浮产业研究院及制造基地、
华道生物西部细胞免疫治疗研发和生产转化
中心基地等。

科学城江津片区项目共8个、总投资69亿
元，具体包括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电梯

物联网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科学城北碚片区项目共4个、总投资68亿

元，具体包括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高新产业
园综合开发PPP项目（一期）、纵目科技无线充
电子公司西南总部等。

“近日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明确提到要高水平推
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是对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部署落实，下一
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继续聚焦科学主题

“铸魂”，紧紧围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打造科
技创新“策源地”；面向未来发展“筑城”，始终
坚持科技、人文、生态有机统一，打造美好城市

“样板区”；联动全域创新“赋能”，持续强化科
技对产业、一域对全局赋能，打造高质量发展

“新引擎”。

总投资1063亿元！西部（重庆）科学城5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建设项目包括科技创新类7个、产业发展类29个、城市建设类14个

442021年 12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乔 宇

1.金凤城市中心一期

项目位于科学城核心区金凤片区，
总投资51亿元，占地面积约640亩，建筑
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建设包含展示中
心、文化中心、创投中心等，打造西部（重
庆）科学城金融核心区、未来城市新样板。

2.科学会堂

项目位于科学大道青龙咀立交旁，
总投资50亿元，占地面积约397亩，建筑
面积约33万平方米。打造西部（重庆）科
学城对外展示门户，从多方面提高城市品
位，体现科学城文化，展示科学城形象。

3.中国平安科学城大健康科技园一期

项目位于科学城核心区巴福镇，总
投资约200亿元，占地面积约1100亩，其
中一期占地面积约266亩，建筑面积约24
万平方米，建设符合大健康产业方向的
标准厂房、研发楼、配套设施等。

4.重庆大学科学中心

项目位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总投
资42亿元，占地面积约214亩，建筑面积
约29.2万平方米。项目将探索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新途径，打造一流大学支撑服务
区，成为支撑和引领重庆及西部地区基础
研究和创新发展的高端实验研究高地。

5.国鸿氢能科技产业园项目

项目位于科学城九龙坡片区，总投
资40亿元，占地约450亩。其中，研发及
总部用地50亩，建设8大核心装备制造项
目集群，构建制氢、加氢、产业、运营、金
融、研发的氢能源闭环全产业链生态圈。

6.小康智能网联汽车项目

项目位于科学城沙坪坝片区，总投
资25亿元，将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
整车工厂标准建设，包含冲压、焊装、涂
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零部件车间、商
品车存储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生产中
高端智能网联汽车。

7.磁悬浮产业研究院及制造基地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拟在璧山研
发新一代磁悬浮人工心脏、磁悬浮人工
心肺机、磁悬浮飞轮储能、磁悬浮离心中
央空调等产品，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同
时，依托磁悬浮技术在璧山开展真空磁
悬浮列车管道相关研究和建设。

8.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项目

项目位于科学城南部，总投资 43
亿元。首期规划约 3 平方公里，布局
1000 亩湿地公园、1000 亩研发孵化基
地、1000 亩智能制造基地、1000 亩高品
质人才社区，其中智能制造基地、滨水
会展中心、研发创新中心等设施占地面
积约 3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9 万
平方米。

9.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高新产业园综
合开发PPP项目（一期）

项目位于科学城北碚片区，总投资
44 亿元，规划面积约 1.97 平方公里。主
要建设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标准化厂房和孵化楼等项目，将打造
传感器（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基地、创新
资源人才集聚地、产城景融合宜居地，推
动北碚产业集聚。

部分重点项目简介>>>

重点项目之一——科学会堂（效果图）。 西部（重庆）科学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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