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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双圈建设成果丰硕

“川渝人素有‘敢闯敢干、自立自强、开放包容’的
人文传统，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创下多个全国第
一。”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丁瑶说。

比如重庆虽地处西南内陆地区，却是我国最早对
外开埠的内陆城市，最早在全国推进大城市经济体制
综合改革试点。四川也在全国率先试行“包产到组”生
产责任制，进行国企改革试点。一直以来，川渝以敢为
人先、敢闯敢试的勇气和魄力勇立改革潮头。

“进入新时代，巴渝大地改革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丁瑶分析——

一方面，国家战略叠加为改革赋能。作为西部唯
一直辖市的重庆，位于我国地理版图“几何中心”，是欧
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城市，也是国家东西互济、海陆统筹
的重要战略要地和关键节点。而共建“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同频共振，从顶层设计为双城经济
圈深化改革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另一方面，政策红利集成为改革“撑腰”。当前，
川渝两省市集成交通强国试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
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等国家机遇，为统筹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
支持。

特别是 2020年 1月 3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拉开历史序幕，被寄予“内陆省份改革探路先锋”的
厚望。

近五年来，川渝两地勠力同心，在打造“区域协作
新样板”上大胆探索，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首创
性、集成化、差异化的改革创新。

比如，川渝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共建
世界级产业链。

“川渝两地在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上原本就有很
好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单打独斗，优势产业没有
形成集群效应，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产业聚集
度较低。”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米本家表示。

为了解决这个痛点，川渝两地坐在一起细致梳理
家底，把自己的优势、特色摆到台面上，推动细分行业
差异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联合出台汽车、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 4个领域高质量协同共建实施
方案。

以汽车产业为例，今年上半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
量达到 39.1万辆、同比增长 1.5倍，带动重庆汽车产量
达到 121.4万辆，时隔八年重回第一。当前，川渝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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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自主配套率超过 80%，汽车产
量占全国 11%。此外，全国 21％的动力电池实现“川
渝造”。

在协同对外开放上，川渝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其中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统一运营中欧班列（成渝）品牌。

“此前，全国各地开行的中欧班列为了争夺有限的
客户资源，存在恶意压价的竞争行为。”米本家分析，此
外，各地开行的班列计划、客户资源等信息也不透明，
造成不少资源的浪费。

为此，成渝两地建立起口岸物流主管部门、平台公
司常态化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阶梯式发展目标，
统筹整合中欧班列境外资源。

如今，“中欧班列（成渝）”成为全国首个中欧班列
合作品牌，实现运营标识、基础运价、车辆调度“三统
一”，中欧班列（成渝）年度开行量超5000列，占全国中
欧班列开行总量的1/3。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成渝）
运输货物标箱同比增长19.6%。

改革进程愈进愈难，却又非进不可

改革从来都不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坦途，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改革进程仍面临挑战，还有不
少“硬骨头”要啃。

丁瑶提出，首先，川渝两地受行
政管理权限、财税体制不一致等因素
影响，跨行政区联动改革推进缓慢，
改革探索合力不足。

比如，川渝两地税收政策标准不
统一，四川省按照中央 60%、省 14%、
市县区 26%的比例分配企业所得税，
而重庆市除中央留存 60%外，其余
40%全部留存于区县。税收分享政策
差异造成地方财力差异，加大了区域统筹改革的协调
难度。

其次，对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制度型开放还不够深入。

比如，当前重庆在打造内陆开放枢纽中仍存在政
策落地、标准规则、管理体制等瓶颈问题，多式联运单
证标准规则和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一单制”尚未规范，
铁路与海运货物类别、安全标准、货品代码、数据标准
等还未实现协同互认。

此外，川渝两省市牵引性重大综合改革推进力度
不强，一定程度地存在争取国家改革试点“戴帽”后创
新性探索不够、部分改革方案前期论证评估深度不足、
部分地方和环节推动改革落实不力、部分领域改革的
群众满意度不高等问题。

“当前，双城经济圈建设改革已经来到‘深水区’，
面临的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必须
抱有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决
心。”丁瑶表示。

从短期发展看，要以深层次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清
道排障。

眼下，成渝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毗邻平台合作尚
待深入、两地产业协同不足、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市场
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深层次矛盾躲不开、
绕不过。特别是在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的关键当
口，容不得任何停留、迟疑、观望，必须一鼓作气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以深层次改革寻求破解之道。

从长期发展来看，要以深层次改革激发内生发展
动力，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承
载着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国家战略腹地核心
承载区和向西向南开放前沿的历史使命，只有加快全
面深化改革步伐，不断激发内生动力，才能弥补内陆区
位短板，锻造特色优势长板，更好支撑西部大开发战略
形成新格局。

改革事项“千头万绪”，要集成攻坚

“改革，既要有‘追着问题跑’的清醒，也要有‘说一
分，做十分’的务实。”丁瑶指出，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面临的改革事项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

仍要聚焦重点、集成攻坚，聚力取得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比如，深化市场化改革事关双城经济圈现代化建
设成效，川渝仍需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构筑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系统。

丁瑶建议，川渝两地要持续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改革，探索建立用地指标跨区域统筹、空间资源
跨区域盘活的新型土地管理体制，完善区域内人口流
动与土地指标转移互相挂钩的管理机制；要加快成渝
两地各类要素交易市场联网交易，推动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互联共享，共同建设成渝地区产权交易市场，探索
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两地互相交易，推进川渝电
力市场一体化发展；要着力发挥数字化变革对市场化
改革牵引作用，健全数据治理制度和标准体系，促进
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实现全要素全流程数字化
转型。

“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改革攻坚的要害之一，将在全国跨省际毗
邻合作中形成较强的创新示范价值。”丁瑶认为，川渝
要以高竹新区为“样本”，持续完善市场主导的产业协
作机制，探索建立一体化的税收征管、税收分享、财政
投入协同等机制；以毗邻地区为重点，探索以“一区多
园”“飞地经济”等方式共建产业园区，联合设立工作机
构、共同组建平台公司开发建设运营；持续完善互利共
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经济统计分算方式，探索重大
项目财政支出跨行政区结算机制，共建园区、重大基础
设施等成本分担机制。

同时，加速推进以陆上贸易规则创新为引领的开
放型经济体制改革，有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
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

丁瑶建议，未来，川渝要高标准对接 RCEP、
CPTPP、DEPA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在国有企业、服务贸
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等核心领域率先与国际
接轨；要深化技术法规、质量认证、合格评定等规则衔
接，加快破除技术性贸易壁垒，争取国家支持创设国际
特定管理区和特殊综合保税区，探索推行以“境内关
外”“非禁即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既准入又准
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要推动国际铁海
联运规则体系创新，促进铁路与海运设施设备、货物类
别、安全标准、货品代码、数据标准等协同互认，实现铁
海联运“一单到底”。

“双圈”建设，如何破解下一题

大足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大安合作示范园，万头黑山羊立
体繁育场内，饲养员正在给黑山羊喂食。（摄于2023年8月23日）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本动力，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承担着
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

前不久，《关于川渝高竹新区行政
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印发，全国首个
跨省域共建新区依法取得行政主体资
格和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也标志着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
适度分离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积跬步以至千里、汇溪流以成江海。
成渝金融法院运行、国家气候投

融资试点获批、成渝外债管理便利化
试点……近年来，双城经济圈勇闯改革

深水区的每一步，都在为支撑区域发
展、实现整体跃升累积加速度。

今年上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365.7亿元，
占西部地区的 30.7% ，同比增长
5.8%，增速比全国、西部地区均高出
0.8个百分点，以全国2%的国土面积
贡献了6.5%的经济体量，加速打造高
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改革没有完成时。
2024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已来到第5个年头，进入全面提速、
积厚成势的发展新阶段。如何进一步
释放改革创新集成效能、塑造未来竞争
优势，成为唱好“双城记”必答的下一道
“改革题”。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共建的省级新区，川渝高竹新区已入驻企

业201户，签约川渝共建重大项目58个，协议投资206.68亿元，80%
的企业配套重庆，60%的生产原料购于重庆，90%的产品销往重庆。

区域金融改革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深化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

点，两江新区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入库497个、意向融资超过
4500亿元。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川渝共享大型仪器设备1.3万余台（套），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11个，开展219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项目，川渝技
术合同登记成交额突破2800亿元，共享共用专家资源4万名。

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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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个，异地办理电子口岸相关业务时间压缩2/3以上。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全国首创跨省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建立跨界河流联合巡

查等9项合作机制；全国率先建立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制
度，“白名单”增加至59种；碳市场累计交易碳配额4753万吨、10.6
亿元。

跨行政区经济社会管理改革
联合发布3批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推动居民身份证等34类

电子证照互认共享，川渝70%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实现
电子健康卡互通互认，开通跨省异地结算定点医疗机构2.85万家。

7月8日，川渝高竹新区。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

▶6月21日，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集装箱正面吊起重机正在陆海新通道重庆
无水港作业。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荣昌区，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忙碌。（摄
于2023年1月30日）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数读“双圈”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