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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不断优化 产业协作持续深入

双城经济圈建设形成一批
具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2023年2月21日，潼南区崇龛镇，川渝
联合河长办的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琼江。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实习生 宋雨嘉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重大决策部署。今年1月3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迎来四周年。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重庆明确把双城经济圈建设
作为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四川坚
持把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牵引，双城经济
圈正以重点突破带动总体推进，积累支撑区域发展、整体
跃升“加速度”。

2023年以来，重庆大力推进“十项行动”，不断深化与
四川的战略协作、工作协调，协同推进国家战略落地落

实，形成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提升了全方位
合作水平。

这一年，川渝推动战略共识不断深化、重大改革持续
推进、重大政策深入实施、重大平台优化提升，双城经济
圈建设势头良好。

这一年，双城经济圈建设跨区域协作18条经验做
法获得国家发改委首次通报推广，248个攻坚重大项
目年度完成率达120.1%，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双城经济圈建设亮点
纷呈。

这一年，川渝持续搭建川渝特色和优势现代化产业
体系，携手建设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
地，加快构建成渝地区新型能源体系，共建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示范样板，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推动“川
渝通办”提质扩面。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4年的探索、4年的
奋斗、4年的积累，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川渝人民心中多了一份坚定自
信，多了一份睿智从容。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双城经济圈建设仍需向高处登
攀、向远方前行，还有一道道山梁需要翻越，还有一个个
险滩需要跋涉。

志之所趋不可阻。站在新的时间坐标上，川渝正以
梦想为岸、以团结作帆、以奋斗划桨，在浩荡的时代东风
中，向着下一个光辉的新征程启航。

1月2日，川渝高竹新区四
川渝兴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渝兴宇新材料）生产
车间，忙而有序。

这家企业从重庆江津整体
搬迁而来，于 2023 年正式投
产。说起搬迁理由，渝兴宇新
材料总经理殷光华算了一笔
账：城市维护建设税，市区是
7%，县城、城镇是5%，在新区
统一为5%。

“政策从优、税负从轻，这
是吸引公司从江津区整体迁移
到川渝高竹新区的关键因素。”
殷光华说，根据川渝两地税务
部门对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
一体化要求，按照“缴费就低、
政策从优”的税费政策，2023年
来，在新区各项税费政策的叠
加下，渝兴宇新材料累计获得
税收优惠近200万元。

节省下来的“真金白银”，成
为公司扩大生产的关键助力。
目前，渝兴宇新材料生产线增加
了两条，还预留了两条，全部投
产后，年产值将增加1/3，达到
1.2亿元。公司已在新区购买了
35亩地作为二期厂房用地，主
攻新产品的研发生产。

川渝高竹新区积极探索跨
省域税费征管“一体化”改革创
新，只是川渝加速推动市场一
体化的缩影。

2023年 5月，中国国家博
物馆新增一份藏品——重庆高
新区首张成渝两地互办互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实物。

执照持有人李女士所在公
司的首个异地分公司在2020
年6月10日落户成都高新区。
回想起当年从提交材料到领取
执照的时长，她比出两根手指：

“只要2个小时。”
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份执照的标志性意义。它代
表着成渝两地高新区市场监管
一体化正式开启，在推动市场
监管一体化、共优一流营商环
境、共建“市场准入异地同标”
便利化准入机制等方面，成都
与重庆迈出了重要一步。

稳 扎 稳 打、步 步 为 营 。
2023年，川渝加速推动市场一
体化的步伐铿锵有力。

当前，成渝两地正加紧完成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协同立法、持
续完善“市场准入异地同标”便
利化准入机制、知识产权跨区域
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加快探索经
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
动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川
渝毗邻地区等区域先行先试，一
体化发展见到新气象。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市场一体化行动方案》

高竹新区税收优惠助力
这家企业年产值
将增加1/3

在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政务大
厅，多个办事区域都设有“川渝通办”窗
口，为两地企业和群众办事带来便利。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印发《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2023年重大项目清单》

2023年川渝248个
共建重大项目年度投资

完成率120.1％

去年 12 月 27 日，哈密—
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重庆渝北换流站项目
首次完成混凝土基础浇筑，标
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体施
工阶段。按照计划，该项目将
在今年7月1日分区域进行电
气安装。

渝北±800千伏换流站是
重庆占地面积最大、建设工程量
最大、总投资最高的电网旗舰型
站点，投用后接入电量将超过目
前全市用电量的1/4。该项目
迎来重大建设节点，意味着作为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大工程的“疆电入渝”，正加速
从规划蓝图变成现实。

重大项目是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走深走实的重要载

体。2023年以来，川渝两省市
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重大项
目，协同强化服务保障，加强项
目跟踪调度，像渝北±800千伏
换流站这样的重大项目，频频
上马。

例如，去年11月24日，时
代长安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生产
的首款标准电芯，在宜宾三江
新区时代长安宜宾工厂正式下
线。这标志着由宁德时代、长
安汽车、深蓝汽车合资打造的
动力电池生产项目正式投产。

此次投产的动力电池项
目，占地1000余亩，年产能最
高30吉瓦时，采用行业新一代
超级拉线技术，能够实现超高
柔性、快速换型，通过技术进阶
使产品竞争力大幅领先。

更特别的是，工厂自动化
率达95%以上，从投料到成品
产出的全周期内，可实现1秒钟
产出一个电芯、2分半钟产出一
个电池包，每天下线的电池可
装备2500辆新能源汽车。

又如，重庆东站枢纽站房
及CTC主体、重庆国际生物城
创新中心工程主体、中瑞（重
庆）合作园主体工程目前都已
经完工，江津区年产8吉瓦光伏
封装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投
产，南川国家级城市废弃物资
源循环化利用基地基本建成。

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川渝
248个共建重大项目全年完成
投资4138.4亿元，年度投资完
成率120.1％，持续推动双城经
济圈乘势跃升。

2023年12月27日，位于渝北区的哈
密—重庆±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现场。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两省市政府印发《成渝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施方案》

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
开建到科研楼主体封顶

仅用6个月

去年12月27日，位于西部
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曾家镇的超
瞬态实验装置预研项目，主体
结构正式封顶。

作为肩负原始创新重任的
“科学重器”，超瞬态实验装置是
全球首次提出两种探针相互耦
合的大科学装置，将重点解决先
进制造、先进材料、新能源等领
域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开展高温
燃烧机理、极紫外光刻等基础研
究和产业技术融通创新。

作为落地重庆的首个大科
学装置，超瞬态实验装置项目
占地500亩，总投资30亿元，从
正式开建到1号科学研究楼主
体封顶，仅用了6个月时间。该
项目跑出的“加速度”，只是川
渝卡位科技创新赛道的惊鸿一
瞥。2023年，瞄准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
标，川渝两省市科技创新呈现
出多点开花的态势。

比如，去年5月，西部科学
城（重庆）金凤实验室首次集中
发布7项科技创新成果，涵盖免
疫病理基础研究、数字病理设
备等多个方面，多项成果为世
界首次发现或全国首创。

同年2月，云阳县龙角镇中
洲岛，“中国复眼”二期——大

规模分布孔径深空探测雷达项
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将助力重
庆打造“世界小行星研究之
都”，促进重庆大数据、卫星互
联网等高端产业的发展。

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去
年以来，伴随着科创资源的加
速汇集，成渝地区科技创新矩
阵正加速成型——

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
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
正式揭牌，全球规模最大的综
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千眼天珠”
正式建成，跨尺度矢量光场、准
环对称仿星器、中国自然人群
资源库等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启
动建设。

科创空间布局更趋协调。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建
成投运，西部（重庆）科学城、西
部（成都）科学城建设深入推
进，两省市17家全国重点实验

室完成优化重组。
创新生态进一步优化。两

省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1万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超过2.5万家，联合开展核心技
术攻关项目166项，发布首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通用
型科学计算软件，时速400公
里高速列车节能辅助驾驶系统
等一批创新成果成功研制并实
现应用。

超瞬态实验装置总体规划设计效果图。
（重庆大学供图）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深化改革
创新行动方案（2023—2025年）》

频推区域合作创新举措
川渝打造多个
“全国第一”

去年10月12日，在果园港
鱼嘴站，重庆卓越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贸易二部部长张熙为950
吨进口矿产申报税务时惊喜地
发现，由于这些进口矿产经西部
陆海新通道运输，重庆港海关在
核算货物完税价格时，将这段线
路的8.74万元运费进行了剔除。

“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多式联运境内铁路运费扣减’
首次在全国落地。”重庆海关相
关负责人称。

去年，为了深化川渝自贸试
验区协同改革、协同开放、协同
创新，川渝两省市联动推进贸易
投资、物流枢纽、产业发展、开放
平台、营商环境5大领域协同改
革开放，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和对
外开放典范。诸如“西部陆海新
通道铁海多式联运境内铁路运

费扣减”这样的创新举措，在川
渝自贸试验区正不断涌现。

特别是去年5月，川渝自贸
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集中发
布“‘关银一KEY通’川渝一体
化”监管创新、首创中欧班列跨
省域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川
渝自贸试验区司法协同合作创
新等8大创新案例。

以“‘关银一KEY通’川渝
一体化”监管创新为例，它是全
国首例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协
同创新成果，依托“共享盾”技
术，首次实现“电子口岸卡”跨关
区通办。川渝两地已设置37个
受理点，服务企业7000余家，累
计办理业务逾万次，办理时长压
缩2/3。

依托改革创新持续突破，过
去一年，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

放示范区建设成果丰硕。
例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

无水港项目预计今年底投用，中
缅新通道（曼德勒—成都）公铁
联运班列成功开行，中欧班列
（成渝）前三季度开行4248列、
增长3.51%，运输线路近50条、
覆盖欧亚超100个城市节点。

又如，“一带一路”进出口商
品集散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加
快建设，智博会、西洽会、西博
会、科博会等国际大型会展成功
举办。

再如，深化拓展“关银一
KEY通”跨关区、跨窗口、跨领
域“一站式”服务，实现全国首个
电子口岸业务跨关区通办，成渝
两地已设置受理点40个，异地
办理电子口岸相关业务时间压
缩2/3以上。

2023 年 6 月 9 日拍摄的陆海新通道
重庆无水港。当年 6 月 12 日，陆海新通
道重庆无水港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重庆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渝西跨越计划”（2023—
2027年）》

渝西汽车零部件产业
产值约占重庆
“半壁江山”

去年12月22日，一架双尾
蝎大型无人机在永川大安通用
机场起飞。该产品由四川腾盾
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是
全球首款大型双发、模块化、多
用途、中空长航时固定翼无人
机。同一天，腾盾科创与永川区
政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在永川
投资建设大型无人机研发制造
基地。

永川大型无人机研发制造
基地平地而起，并非个案。去年
以来，渝西8区围绕“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聚焦重点、持
续突破，助推特色产业升级再上
层楼，加快壮大成渝主轴、挺起
中部脊梁。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为例。璧山聚焦动力电池、电
驱、底盘、电转向、电制动、智能

网联等6大方向，目前已聚集比
亚迪、中国中车、中国长安、青山
工业等汽车产业规上工业企业
115家，去年1—11月实现汽车
产业规上工业产值545.4亿元。

永川紧盯已落地的百度自
动驾驶和长城汽车两大龙头企
业，目前已集聚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规上企业48家，去年全年产
值有望突破560亿元。同时，该
区还引进京东、酷哇、九识、白犀
牛等10多个自动驾驶项目，落
地自动驾驶末端配送、环卫清扫
等多种业态。

潼南瞄准汽车后市场，集聚
了重庆贝思远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重
庆棱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君度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有限公
司等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

江津围绕汽摩零部件产业，
去年以来共引进巨湾技研、瑞标
集团等企业的20多个项目。其
中，巨湾技研XFC极速充电电
池重庆基地项目总投资逾70亿
元，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逾135亿元。数据显示，去年
1—11月，渝西地区汽车零部件
产业完成产值超1000亿元，约
占重庆“半壁江山”，同比增长
12%，高于全市汽车零部件产业
产值增速2.3个百分点。

目前，渝西地区正强化财税
政策、要素保障，鼓励引导清洁能
源、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等产业集
聚发展，不断提升中部地区的经
济辐射力、发展带动力和能级提
升力，与四川携手共建高水平产
业集群，进一步培育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六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
（2022—2035）》

川渝携手“治水”
让饱受污染的琼江

焕发新光彩

“以前，琼江可以说是四川、
重庆两不管的地带，河水又脏又
臭，我们都不敢往这边走。水面
上漂满了水葫芦和水草，看不到
一点点河面，生态环境状况堪
忧。”去年12月末的一天，潼南
区崇龛镇村民王虎在接受采访
时这样评价琼江。

琼江是涪江右岸一级支流、
嘉陵江二级支流，发源于四川乐
至县龙门乡黄林树村，在铜梁区
安居镇黑龙咀汇入涪江。其中，
四川干流长141千米，重庆干流
长102千米。

琼江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
2020年4月29日。

当天，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
与重庆市河长办公室在潼南区举
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双方决定
共同纵深推进生态补偿，探索在
琼江、濑溪河等流域建立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联合编制实施
琼江流域示范河湖创建方案，打
造全国河流联合治理典型样板。

2022年以来，川渝联动上
下游，发现整改问题52个，召开

区域联席会议5次，开展执法检
查40余次，协同处置跨界水事
纠纷11起。

2023年，重获新生的琼江
焕发光彩，河水清澈、河面宽广，
乘船于琼江之上，观赏河畔的油
菜花与坐落其间的村落，成为一
大旅游项目。

琼江的华丽蝶变只是川渝
携手“治水”的冰山一角。

去年以来，川渝两省市共建
长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75项，联合印发双城经济圈“六
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推动共建
以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涪江、
沱江为主体，其他支流、湖泊、水
库、渠系为支撑的绿色生态廊道。

同时，两省市协同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持续加强川渝交界
水域巡护监管和上下游、左右岸
协作联动，持续深化琼江、涪江、
南溪河、铜钵河、大清流河等流
域水生态环境联防联治。

如今，重庆238个水站、四
川331个水站实现水质数据共
享，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在
Ⅱ类，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
第一方阵。

2023 年 12 月 7 日，璧山区重庆中车
恒通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工人们正
在组装车厢。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事记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推动川南渝
西地区融合发展总体方案》和《推动川渝万
达开地区统筹发展总体方案》。

重庆市召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工作推进大会。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市场一体化行动方案》。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
公室印发《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
年重大项目清单》。

科技部批复同意《成渝地区共建“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施方案》。

两省市政府印发《推动川南渝西地区融
合发展总体方案》。

重庆市政府印发《重庆市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
年）》。

两省市政府印发《推动川渝万达开地
区统筹发展总体方案》。

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海关总署、知识产
权局、中国科学院、工程院联合两省市政府
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
的意见》。

两省市政府印发《成渝地区共建“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施方案》。

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
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放管服”改革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
清单》《川渝“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第一
批）》《川渝“免证办”事项清单》《川渝跨区域
数字化场景应用清单》。

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川中丘陵
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加快成渝地区
中部崛起的意见。

国家开发银行印发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指导意见（2023年版）。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
政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在璧山召开。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川渝自贸试
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深化改革创新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重庆市先进制造
业发展“渝西跨越计划”（2023—2027年）》。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中共四川省委办
公厅印发《重庆四川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工作机制》。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
室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方

案）明确重点项目清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域协作 18 条
经验做法，首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总结推广。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六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2022—
2035）》。

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在重庆开幕。

两省市选派第四批 100 名优秀年
轻干部互派挂职（顶岗）工作。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论坛暨成果发布会在重庆举行，首次
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指数报告（2022—2023）》。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
在绵阳召开。

本组资料由重庆日报记者唐琴、
实习生宋雨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