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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在突破体制障碍中推动一体化发展

连片的现代化厂房，平整宽敞的道路，繁忙有序的建设工地
……四川广安与重庆渝北交界处的川渝高竹新区正加速崛起。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实体化运行的省级新区，川渝高竹
新区肩负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使命。如今，
川渝高竹新区已建立首个跨省税费征管服务中心，开具的首
张税票存根还入选党的二十大主题成就展。

5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着眼打破行政壁垒，强化区
域协同，以一体化思维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

相向而行，川渝两地建立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机制，联合印
发100余个政策文件，注重政策共用、事项通办，扎实开展经营主
体跨区域“云迁移”登记试点，实现跨区域诉讼服务一体通办。

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协同的先行官。成渝高铁客运专线
改造完成后，重庆和成都实现1小时通达，大幅缩短双城时空
距离；川渝间全线建成通车高速公路达16条，高速公路网络
加密织就，货运物流更为畅通，企业供应链成本有效降低。

在要素流动方面，两省市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和土地
制度改革，登记赋码发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7.5万个。协同
推进川渝政务服务一体化，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联合
发布“免证办”“一件事一次办”等4个清单，推出4批次355项

“川渝通办”事项。
如今，成渝地区紧密串联，区域一体化进程显著提速，勾

勒出一幅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壮丽画卷。

在协作创新中培育新质生产力

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实验室与四川省人民医院共同承
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正在紧张攻关。

“我们主要研究肺癌抑制性和微环境形成机制及临床诊
疗策略，以支持和开发新靶向药物或新抗体。”过去一年多来，
金凤实验室兼职课题负责人、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研究所所
长许川频繁往返于成渝两地，既在实验室带团队科研，也回成
都医院开展临床诊疗。

5年来，两地紧密协作，共同搭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科研
平台和创新载体，两地落地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全国重点
实验室数量分别达到11个、30个。

更广泛的创新协作正在启动。在川渝，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正呈现深度融
合态势。2024年前11个月，川渝两省市共建科技创新联盟
50余个，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增长26%。

依托各自优势资源，川渝两地注重优势互补，产业合作不
断深化，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每天，数百辆氢燃料电池车辆穿梭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各城市间——这是“成渝氢走廊”启动建设3年多以来，氢
能产业在两地蓬勃发展的缩影。目前，两地已聚集了氢气制
储运加用上下游200多户企业及科研院所。

数据显示，当前，川渝两地已建成我国第三大汽车产业集
群，拥有45家整车企业和1600多家配套商；两地2024年前三
季度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约2万亿元，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占全
国比重超过三成；重庆、天府数据中心集群加快成势，两省市
数字经济企业达1.85万家。

在高质量发展中塑造新优势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运营调度中心，班列订单、订
舱、开行量等各项数据，24小时不断更新在大屏幕上；港口上，

运载集装箱的卡车不断进出闸口，一派繁忙景象。
这样热火朝天的景象，每天都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沿线

城市上演。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介绍，西
部陆海新通道目前辐射国内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6个
站点，通达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548个港口。

5年来，两地对外开放通道持续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加
快建设，开通中泰、中越、中缅班列，共同做强中欧班列（成渝）
品牌，实现运营标识、基础运价、车辆调拨“三统一”，运营质效
持续提升。

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畅通发展，也让两地经济、
民生交往更加紧密，为两地百姓高品质生活奠定了基础。

在重庆解放碑商圈的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中心，来自日
本、泰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个进口
商品，整齐摆放在货架上。在这里，市民可实现一站式“买全
球”。

商圈里全球商品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多元化消费需
求，成为双城经济圈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一个缩影。

5年来，川渝两地教育医疗养老合作更加密切，实施教育
协同发展行动，结对共建“双一流”学科65个，2300多家医疗
机构实现电子健康卡互认，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161项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联合打造川渝“银发经济”产业园。住房公积
金异地转移接续实现全程网办，在全国率先实现川渝全域全
类别户口迁移“一站式”跨省通办。

绿色发展蹄疾步稳。川渝携手共同完成“两岸青山·千里
林带”营造林超1000万亩，建立长江流域川渝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建成45个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省市碳市场累计成交近9000万吨。

通过不懈努力，一幅生态优美、生活便利、文化繁荣、人民
幸福的美好画卷正在成渝地区展开。

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5年来，有效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2024年GDP预计增长至约8.6万亿元○全球超1亿台智能手机出自川渝

1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
举行“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5年
来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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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市长曹俊杰出席发
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地处西南腹地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
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
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

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部署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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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来，四川、重庆携手加快建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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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由6.3万
亿元增长至约8.6万亿元，有效助推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2024年9月26日拍摄的成渝中
线高铁重庆段首孔箱梁架设作业现场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五年前，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不足6.3万

亿元，2024年预计增长至约8.6万亿元，占全国比

重由约6.3%提高至6.5%以上，对西部地区乃至全
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

色消费品等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汽车产量、电子

信息产值占全国1/10以上。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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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两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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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7万亿、1.2
万亿、1.1万亿元，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
等一批新产业加快培育。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 新华社发

四川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新重庆-重庆日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数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