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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任务再

升级：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

举措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进一步加速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建设步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还将通过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增强协同

创新发展能力，搭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市场空间，

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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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任务再升级：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
举措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

划纲要》）。该《规划纲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进一步加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步伐。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将通过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增强协同

创新发展能力，搭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市场空间，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任务再升级 

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化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板块上，

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家对于成渝地区的发展规划也在逐步升级。早在2011年4月，国

务院就正式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

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1月召开的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会议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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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强调了充分发挥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以中

心城市带动经济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今年以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发生的复杂变化，我国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成渝双城经济圈被赋予

了新的重要使命。今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因而成渝地

区的建设不再只是城市群建设，而是承担起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使命，成为了新发展格局落地

的重要载体。 

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杨继瑞表示，建设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意义得到进一步深化，地处西部腹地的成渝地区市场规模大、经济潜力

足、回旋空间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有力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提出，成渝地区是辐射西部的重要经济腹地，其

发展潜力大，能和东部发达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川渝地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重庆、成都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均快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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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6.1%的增速水平。今年以来，重庆、成都的经济增速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程度均低于全国总体

水平，表现出了较强的抗压能力和经济韧劲。二季度，重庆和成都GDP累计同比增速就已恢复正增

长，领先全国水平。 

图表 1：重庆、成都及全国 GDP 累计同比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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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近年来，全球经济呈现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退潮、全球竞争格局重塑的趋势，而2020年初

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变局，这显著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前我

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外溢效应也进一步增

强。面对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的形势，我国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

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其建设关键点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

点，畅通国内大循环。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项主要载体就是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研究指出，未来十年至少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消费潜能和创新潜

能，可能都来自于都市圈和城市群。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

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体现在空间上就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支撑。新发展格局一个重大的目的就是启动内需，发挥大规

模市场的优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是最大的潜力，因此建设双城经济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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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将通过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调整，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

高效集聚，打通各类经济循环堵点，释放更多经济增长潜力，在西部形成支撑和带动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1.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网络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先手棋”。自今年1月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被提出以来，成渝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成渝两地积极推进规划、建

设、管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共同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立体网规划。日前，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张琪介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想，他表示,到2035年,

成渝地区将建成“极核带动、双城联动、区域一体”的内陆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交通

走廊向经济走廊、生态走廊、文旅走廊融合转变，实现“2333”目标，全面建成开放通道和航运

枢纽两大集群，实现高铁、高速公路、轨道交通3个“全覆盖”，实现成渝双核间、双核与主要城

市间、成都都市圈3个“1小时”联通到达，实现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协同治理3个重点领域“一

体化”，把成渝地区打造成为交通强国建设样板区和中西部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形成东西畅达、南北贯通的综合交通走廊，将有效促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深度融合发展，拓展其经济合作空间，并增强其辐射集聚能力，同时将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壮大、优势互补提供重要支撑，为形成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成为带动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提供有力支撑。 

2.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提高国内大循环质量 

改革创新是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此，进一步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成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项核心任务。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成渝两地科技

主管部门联合组建协同创新专项工作组，共同签订两地科技合作“1+3”协议，制定了4个方面、

16项协同创新工作清单。此外，成渝两地还成立了总规模50亿元的成渝双城经济圈科创母基金，

首期10亿元重点投资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领域科创企业。成都市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提升两地协同创新能力，可在电子信息、光电显示等领域实现两地特色产

业优势互补，在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领域，实现共建共享，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抱团

发力。 

通过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将进一步促进成渝地区各种创新要素的

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紧密互动，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建立良好

的创新生态，从而更加有效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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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搭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国内大循环构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建设更加完备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链稳定性

和竞争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目标之一是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而产业是

经济之本。因此，构建现代一体化产业体系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又一核心任务。 

过去，由于成渝两地有着类似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两地在多个优势产业上高度重叠，存在

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加快成渝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步伐，

在进一步做大做强区域优势产业的同时，将进一步扩大区域内产业内部分工，提升区域内部配套

水平，着力于协同延长产业链，同时根据各地区产业的优势特色错位发展，形成产业生态群落式

的互补和融合。 

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将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全产业链贯通和开放式互

联，从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形

成，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空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仅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由于其地理位置优势而取得高质量的

建设发展，还将助推我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而落实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今年7月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坚持以扩

大改革开放为动力，多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开放环境。一是提升成渝地区门户枢纽地

位，建设天府国际空港航空经济试验区，推动建设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和“一带一路”国际信

息港；二是建设现代物流枢纽体系，培育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和复合型国际枢纽集群，布局建设枢

纽机场、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打造西部航空物流枢纽，推进全货运航空基地建设，推动港口资

源深度融合，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发展铁水、公铁、空铁、铁海联运和“一单制”联运服

务；三是完善“亚蓉欧”国际班列通道体系，协同提升中欧班列(成渝)运营效能；四是共建“一

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协同推进技术、装备、服务等“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对

外交往中心，深化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国际交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有效促进我国对外开放空间的拓展。西财智库首席执行官汤继强

表示，成渝地区在与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地区的合作上都具有明显优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将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有利于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增加经济发展

的韧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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