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城都市区的范
围和定位

重庆日报：主城都市区包
括哪些范围，各区域承载怎样
的功能？

董建国：市委根据全市发
展现实，从扩大城市规模、优
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能级、
彰显城市品质四个方面，全面
部署推进主城都市区建设。
主城都市区范围包括 21 个
区：原主城9区即渝中、大渡
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
岸、北碚、渝北、巴南为中心城
区，渝西地区12个区即涪陵、
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
綦江、大足、璧山、铜梁、潼南、
荣昌为主城新区，这一范围还
包含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三个功能区。主
城都市区面积、常住人口、经
济总量分别达到2.87万平方
公里、2027 万人和 1.8 万亿
元。

中心城区，要围绕“强核
提能级”，加快集聚国际交往、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高端
功能，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做靓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发展能
级，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主城新区，要围绕“扩容提品质”，
统筹抓好长寿、江津、璧山、南川四个
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涪陵、合川、永川、
綦江—万盛四个重要战略支点城市和
大足、铜梁、潼南、荣昌四个桥头堡城
市发展和品质提升，当好新型工业化
主战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
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建立主城都市区的理
论和政策依据何在？

董建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确立的国家重
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

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强
调要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优化国
土空间布局。

2018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关于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对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作出安排部署。其中，
比较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提出建立以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
区域发展新模式。例如，以重庆、成都、
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
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
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重庆市委五届六次全会作出构建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部
署，市委五届八次全会通过《关于立足

“四个优势”发挥“三个作用”加快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定》，把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载体。推进主城都市
区发展，是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

成渝相向发展，共同打
造世界级城市群

重庆日报：从当前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尤其是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机遇面前，
建设重庆主城都市区有何现实意义？

董建国：重庆主城都市区作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之一，在全
市发展大局中地位至关重要。

首先，有利于推动与成都相向发

展，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战略实施。全面落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
略部署，加快推动重庆主城
区扩大，加快培育形成区域
新兴增长极，有利于充分发
挥主城新区承接传递中心城
区功能的作用和引领效应，
以点连轴推动成渝相向发
展，带动成渝中部区域城市
群快速崛起，共同打造世界
级城市群，使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和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

其次，有利于打造改革开
放新高地，加快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把握
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
历史机遇，以两江新区、重庆
高新区、重庆经开区等为重
点，联动主城新区内高新区和
经开区，共同打造内陆开放门
户，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
放型经济体系。

同时，有利于做强优化城市空间
结构，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功能。
推进主城都市区发展，特别是加快主
城新区建设，有利于提升人口和经济
承载力，联动四川毗邻地区共筑协同
发展区，在更广范围内配置资源，进一
步提升城市能级，延伸辐射半径，扩大
辐射范围。

此外，建立主城都市区，也是我市
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重庆大城市、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只有做大
做强主城都市区，强化其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核心带动功能，
才能发挥好对全市的龙头带动作用，
强力带动“两群”高质量发展，加快形
成结构科学、集约高效、功能互补的区
域空间格局，努力在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切实发挥好“三个作用”。

科技新闻 解读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主编：周芹 编辑：蔡杨 美编：黄景琳
投稿邮箱：306732878@qq.com04

主城区为何扩围？扩围后怎么建？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董建国解读主城都市区

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核心引擎之一

重庆日报：应该如何理解建设重
庆主城都市区的必要性？

扈万泰：重庆主城都市区是全市
发展条件最好、环境承载力最高、竞争
潜力最强的区域，推动主城都市区重
点发展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从全局发展看，建设主城都市
区，构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心城
市，形成空间尺度上与北京全域、上海
全域等接近的中心城市形态，有助于优
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二是从区域协调看，“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区域重
点保护”要求，有利于更好发挥“一区”

对“两群”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三是从
空间结构看，中心城区及外围若干专业
化节点城市联动，在100公里左右半径
1小时通勤圈内，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城
市群，有助于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集
聚带动效益，避免中心城区“一市独
大”，增强城市群综合竞争优势。

中心城区“强核提能
级”，主城新区“扩容提品质”

重庆日报：重庆主城都市区的空
间结构是怎样的，具有哪些特点？

扈万泰：从空间构思看，中心城区
“强核提能级”，组团式发展，不“摊大
饼”；主城新区“扩容提品质”，坚持独
立成市，壮大支点城市，培育区域中
心，支持抱团发展，可共同构建网络型

城市群结构。
具体来说，一是“两江四岸”核心

区。16平方公里长嘉汇大景区联动周
边形成50平方公里的整体提升区域，
是重庆地标、灵魂和精华。将强化风
貌管控，形成历史人文风景眼、山水城
市会客厅、商业商务中心区。

二是中心城区。突出创新链顶
端、产业链前端、价值链高端，加快集
聚国际交往、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
代服务等高端功能，提升整体发展能
级，形成高质量的极核、硬核。以“两
江四岸”为发展主轴，加快建设广阳
岛、科学城、礼嘉悦来半岛、长江文化
艺术湾区等重点区域，彰显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独特魅力。

三是长寿、江津、璧山、南川四个同
城化发展先行区。它们既保持独立成市
格局，又在交通设施、产业分工、功能配

套等多个方面与中心城区加速融合，参
与产业转移分工，承担重大功能布局，吸
引人口集聚，成为中心城区有机组成。

四是涪陵、合川、永川、綦江—万
盛四个重要战略支点城市。它们是参
与主城都市区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空间分工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重
点发挥区位、产业、规模等综合优势，
培育产业集群，强化区域交通枢纽功
能，辐射好传统腹地，相对独立支撑重
庆落实国家战略、联动周边地区。

五是大足、铜梁、潼南、荣昌四个
桥头堡城市。它们重点发挥成渝腹心
优势，立足门户优势和产业特色，加强
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设施配置，吸
引人口产业集聚，快速增强综合实力，
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崛起”
增长极，合力培育大城市，协同四川毗
邻地区融合发展。

建设主城都市区 增强城市群综合竞争优势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扈万泰解读主城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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