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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经济圈全力打造中国经济

“第四极” 

  

成渝双城经济圈物产丰富，人口密

集，工农业基础强大，是西部地区工业重

镇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聚集地，也是西

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成渝两地政

府以创新为理念，全力打造继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区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第

四极”，在西部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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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经济圈全力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 

成渝双城经济圈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农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成熟，具有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

的工业体系，是西部地区工业重镇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聚集地，也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区

域。成渝两地政府以创新为理念，全力打造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第

四极”，在西部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一、人口密集和区域经济发达是成渝地区重要优势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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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今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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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提升成渝城市群。上述文件意味着打造成渝双城经济圈

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并列到同一层次，锚定了中国“第四极”

的位置。 

图表 1：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规划图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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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看，成渝地区位于我国西南四川盆地中，包括重庆市的31个区县和由成都市辐射周

边四川省的15个市的117个区县，区域面积约为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幅员面积的1.8%。其北有秦

岭、大巴山，南有崎岖的云贵高原，西有横断山脉，东有巫山，地区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土地肥沃。因崇山峻岭的阻隔，古代曾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描述。如今的巴蜀

之地交通发达，在历史新起点上，成渝地区已由一个地理区域扩展成为一个经济区域。改革开放特

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成为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 

中央将成都和重庆确定为重点发展区域，主要是基于人口和经济两大因素。2020年末，成渝经

济区内常住人口约为1亿多人，其中，四川省家庭户人口7709.3万人、常住人口8367.5万人，成都

地区常住人口1658.1万人。重庆市常住人口为3205.4万人、城镇化率69.46%。川渝两地总人口在全

国排名第三位，也是我国经济区中人口最多，人口密集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人口密集是成渝地区

的重要优势，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发展密集型制造业十分有利。重庆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生产

基地，成都是全球最大的平板电脑生产基地。同时，人口密集也意味着消费市场前景广阔。目前，

国际一线品牌大都先后入驻成都、重庆，已经入驻企业也相继加大投资力度，看中成渝地区广阔的

消费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消费能力。 

从地区经济总量来看，2020年两地合计为7.3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其中，四川省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48598.8亿元，比上年增长3.8%，成都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17716.7亿元。重

庆市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万亿元，增长3.9%,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地

区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城镇化区域，也是国家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

分。区域中的双核——重庆、成都两市，其城市规模、经济实力、人才水平、基础设施均不逊于沿

海城市，两市是西部地区工业重镇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聚集地，以及西部地区当之无愧的主要经

济增长极。 

二、经济发展增速领跑全国城市群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

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用全国2.8%的土地聚集了约18%的人口，贡献了约

38%的GDP，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

这三极所在的沿海地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发展速度都出现了下滑。表明我国区域经济

正向协调与均衡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幅员辽阔的我国来说，各地区协调发展才是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谁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引起了社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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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重庆市GDP位居全国城市第五，成都位居第八。从汇聚资金看，

重庆位居全国城市第六，成都市位居第七。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汇聚的资金总量接近10万亿元，

资金体量十分庞大。两市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分别占川渝两地总和的90%左右，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6%

左右。成渝经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最

快的城市带。成渝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只能“跟跑”的态势，被动承接

东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缺少强有力的支点来撬动地区发展的尴尬局面。使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具有了全国的战略意义，成为我国第四大城市群。 

三、完善的交通物流体系 承接中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 

四川盆地气候适宜，河流众多、光热充足，利于农作物生长。盆地内紫红色土壤孕育了丰富的

物产和动植物资源。成渝地区农业开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作物的主要产区。目前成渝

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水稻和油菜籽产区之一，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 

除了农业优势，铁路、公路、内河、民航、管道运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已经形成，一改蜀道

难的历史。成都和重庆直线距离为254.2公里，目前乘坐高铁只需用时1小时左右,基本在1小时经济

圈以内。此外，宝成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这三条铁路自北向南穿越秦岭进入四川盆地。2017

年兰渝铁路全线开通后成为京广、京沪之外的第三条南北铁路大动脉。除了北上的入川铁路，还有

东向的宜万铁路，以成都为中心的蓉京高铁，成都—南充—达州段的蓉昆高铁。以重庆为中心的渝

昆高铁、渝西高铁也列入规划，这些线路最终会把成渝城市群融入到三大湾区的8小时内高铁交通

圈，四川盆地的外出交通将得到更大改观。 

9月26日，成渝中线高铁建设也全面启动。成渝中线高铁项目起自重庆北站，经西部（重庆）

科学城、铜梁、大足、安岳、乐至、简州新城，抵达成都站。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在重庆境内

约102公里、四川境内约19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8座车站，总投资692亿元。成渝中线

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和长江沿岸两主两辅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规划实施对

进一步缩短成渝时空距离、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地位、加快形成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际贸易方面，成渝地区是连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新欧铁路的中欧

班列以重庆为始发站，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过边境口岸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俄

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全长11179公里，沿途经过六个国家，承接着国际铁路

联运大通道，成为南线欧亚大陆桥的国际铁路通道。另外，从成都始发蓉欧快铁，成都青白江区集

装箱中心站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集装箱中心站，初步形成陆路国际运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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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成熟，成就了成渝地区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的工业体系，包括装备制造、

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化工、冶金建材、轻纺食品、航空航天等为主导的工业体

系。医美、物流、游戏、商贸、金融、旅游产业发展前景良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成都强大的数

字文化产业链实力，重庆强大的科技产业，使成渝成为西部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四、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目标定位是在西部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

源，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首要目标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区域经济核心要素是内聚力和创新功能，经济发展的本质

是创新。 

在过去的一年中，成渝两市为经济一体化做了大量工作，确定了科学规划编制、重点领域先行

突破、深入推进干支联动等的“十四五”发展方向。2020年3月，四川省和重庆市举行了推动成渝

双城经济圈的党政联席会议，会议明确了35项重点任务，标志着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了启动键。此

后，两市召开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专业工作联席会议，达成了巴蜀非物质文化保护15项协议。

签署了共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公共就业服务合作协议、两地建立就业共享机制、川

渝毗邻地区合作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台推进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建立试验区，先

行先试找到经验和成功模式，通过高效交流使得两城联合办公和联合工作的常态化。 

虽然重庆和成都的地理距离无法改变，但随着成都的东扩、重庆的西进，成渝高铁的提速，高

铁复兴号改名为成渝双城巴士，成渝两地公交实现了一卡通，两地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巴蜀文化同

根同源，两地民众文化习俗相近，对成渝合作是重要的利好。让两地民众切实感受到同城化，不断

拉近合作共赢的空间。 

政府通过对管理模式的改变，让双城一体化，提高管理效率。两城原有的产业各自有优势，通

过形成产业联盟，打通成渝双城互补产业，形成更高的集群效应。成都的软件产业在西南地区占有

重要地位，重庆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长安汽车、嘉陵摩托等是名牌企业。成渝地区产业打通，需

要整合政府服务数据资源，搭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平台，实现行政登记、审批和社会保险等事务“一

网申请，一网通办”，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成渝地区协同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链，实现双城经济圈产

业链转型和升级。此外，成渝地区加快第三产业的数字化，提高第三产业在总产值中的贡献。在双

城城际高速铁路沿线打造数字化“风景走廊”，建设数字化沿线商务中心和物流交易中心。运用数

字化手段整合双城地区旅游平台，绘制数字化文旅地图，深度挖掘“双城”文旅资源，加快建设双

城地区“数字+商贸”、“数字+物流”、“数字+文旅”的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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