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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
刘立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六

次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由

成都、重庆两个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引

领、辐射带动，区域内其他地市协同互

动、一体发展的经济功能区，它的建设

对国家和地区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主要问题

一是综合经济实力仍不够强。成

渝地区经济总量与沿海城市群存在差

距。2018年，成渝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

5.8 万亿元，与京津冀（8.5 万亿元）、长

三角（21万亿元）、珠三角（8.1万亿元）、

长江中游（8 万亿元）差距明显。成渝

城市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1 万元，与

京津冀（7.7 万元）、长三角（14 万元）、

珠三角（13.5万元）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只与长江中游（6.7 万元）接近，与国家

区域战略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二是中心城区实力仍然较弱。在

2018 年全国 12 个最大城市中，成都中

心城区 13 个地区生产总值为 1.25 万亿

元，重庆中心城区 11 个地区生产总值

为 1.05 万亿元，分别排名全国主要城

市的第 8 位和第 12 位，分别只有上海

中心城区的 38% 和 23.5% ；成都和重

庆中心城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

到 12 万元和 11.2 万元，分别排名倒数

第 2 位和第 1 位，只有深圳中心城区的

62% 和 58%，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带

动作用还不强。

三是成都重庆“双核独大”。与长

三角、粤港澳相比，成渝地区城市结构

仍不合理，资源主要集中在两座核心

城市，“双核独大”现象比较突出，发

展质量优、支撑能力强的副中心城市、

次级城市发展明显不足。2018 年，成

都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 万亿元，第二

位的绵阳市只有 2304 亿元。重庆中心

城区的生产总值超过 1 万亿元，其他县

区经济规模最大的涪陵区也只有 1000

亿元。成都重庆中心城区吸收了过多

的资源和要素，使得城市结构体系处

于失衡的状态。

四是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地方保

护主义和行政壁垒仍较严重，基础设

图1 重庆和成都双核独大、中部塌陷

注 ：均为201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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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发展缺乏有效衔接，产业分工协作

不够充分，人才和其他要素流动存在

障碍。各个城市产业呈现独立发展状

态，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招

商引资存在一哄而上、同质化无序竞

争等问题，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亟需

进一步完善。

基本路径

（一）强化核心引擎功能

一是增强成都重庆中心城市功能。

成都中心城区要深入实施“东进、南拓、

西控、北改、中优”战略，加快建设“五

中心一枢纽”，创建人城境业高度和谐

统一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模式，打造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重

庆主城区要增强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完善重要节点城市专业化服务功

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现代化都市区，建设展现重庆历史文

化名城、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窗口”。

二是推进成渝与周边城市的同城

化。成德眉资要推动同城化立体交通

体系建设，协同推进产业生态圈建设，

共建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

技术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有

序推进公共服务共享，大力推进功能

平台相互开放。重庆要积极推进主城

都市区发展，促进主城都市区内部各

区的互联互通，推进主城都市区与“两

群”间的互联互通。更加注重人口集

聚，吸引用好各类人才，更加注重职住

平衡，增强城市内部布局合理性。

（二）实现成渝的“双城互动”

一是推动相向而行共谋发展。大

力实施成都“东进”战略，打造龙泉山

东侧沱江发展轴，加快空港新城、天府

奥体城、国际高等教育园区建设，推进

简州新城、淮州新城建设，建设成都东

部新区。推动重庆渝西片区发展，依托

大学城规划建设科学城，以智能产业

为核心，联动九龙坡、北碚、江津和璧

山，形成西部“智能谷”，打造创新资

源集聚地。

二是促进中间区域的融合发展。

支持成渝中线毗邻地区的遂宁、资阳

与潼南、铜梁、大足成立成渝一体化发

展毗邻地区合作联盟。有序推动产业

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打

造成都、重庆配套功能拓展区和非核

心功能疏解承载地。支持成渝间各城

市合作共建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广安、

潼南、达万、泸内荣永等川渝合作示范

区向纵深发展，共同打造高端装备制

造业集群。

（三）促进区域间联动发展

一是依托沿江高铁、西渝高铁、西

成客专等重要通道，打造经济圈北向

东出开放走廊。推进川东北经济区振

兴发展，做强南充—达州组团，推动阆

苍南一体化发展。依托成自宜、渝昆高

铁、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和长江黄金

水道，加强至北部湾港口、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的铁海联运通道能力，打造

经济圈南向东出开放走廊。推进川南

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做强泸州—宜宾

组团，推动内自同城化发展。

二是着力培育打造区域中心城

市。把绵阳、乐山打造为成都平原区域

中心城市。促进南充做大做强，建成经

济圈重要经济枢纽、连接成都和川东

北的桥头堡。增强达州综合交通枢纽

的辐射能力，建设经济圈对外开放门

户城市。把万州打造为渝东北区域中

心、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把黔江

打造为渝东南区域中心、武陵山区重

要经济中心。促进泸州、宜宾、永川、

江津等城市合作发展。

（四）建设高水平内陆开放平台

一是促进“两带两圈”协同发展。

依托四川、重庆长江上游港口枢纽优

势，发挥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带动

内陆腹地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 ；利用

西部陆海新通道双起点的桥梁纽带作

用，建设新的区域经济走廊，为内陆地

区提供新的交通物流通道服务，促进

西部贸易、资金、人流畅通；促进成都、

重庆、西安的深度融合发展，在产业互

补性、中欧班列、国际旅游线路等方面

寻求切入和突破口，探索“西南西北经

济圈”合作新领域 ；依托成渝贵昆环

线高铁，密切人员、经济往来，搭建合

作平台和管道，打造新“西南地区经济

圈”，与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协同

发展。

二是构筑内陆开放经济新高地。

积极招引全球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共同拓展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

链。加快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

重点开拓信息服务、金融、物流、动漫、

研发设计等领域的服务外包。推动成

都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等优

势产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培育“成都

制造”“成都服务”“成都品牌”国际市

场空间。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推

行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围绕互联网金

融、国际支付与结算、科技金融创新和

人民币国际化开展开放创新试验。

（作者单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投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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