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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就成渝地区发展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使

得成渝地区呈现特有的发展历程。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旨在探索新时代双核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示范,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重要引领,以及助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 当前,成渝城市群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冶建设能够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动力支撑。 在此基础上,应结合“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构建进行

政策设计,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积极落实“两中心两地冶的战略定位,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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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北接陕甘,南连云贵,西通青藏,东邻湘鄂,具有承东启西、
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 成渝地区是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济较发达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人

口、城镇、产业集聚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020 年 1 月 3
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战略部署,
并具体明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 在此之前,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就成

渝地区发展还先后推出了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成渝经济区建设以及成渝城市

群建设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 这些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对于成渝地区发展,国内学界一直给予足够重视和关注。 在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设立之前,林凌、廖元和、刘世庆等学者就已经率先对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展开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撑[1]。 随着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学界主要围绕试验区改革路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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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统筹发展、政府运作模式等领域展开了系列研究(林凌,2007;程必定,2008;陈映,2009;杨顺湘,
2010) [2鄄5]。 2011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学界的研究旨趣开始转向成渝经济

区发展,并主要聚焦于发展动能分析、双城一体化、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金凤君 等,
2011;林凌,2012;杨晓波 等,2014;郭丽娟 等,2015;姚作林 等,2017) [6鄄10]。 在此基础上,2016 年 4 月,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出台,提出推动成渝城市群发展。 学界主要围绕成渝城市群的环境与经济

协调、城市空间格局、城际经济关联、府际合作模式等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刘登娟 等,2017;张学良 等,
2018;李月起,2018;尹虹潘,2019) [11鄄14]。 当前,围绕党和国家新提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学界

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数不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城市群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一体化、
技术创新网络演化、高等教育一体化等方面(林毅夫 等,2020;蒋永穆 等,2020;黄兴国 等,2020;蒋华林,
2020) [15鄄18]。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从时代意蕴、
动力支撑、基本思路与战略举措等方面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展开系统探讨,以期对新时代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所助益。

一、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成渝地区更好发展,以之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

域发展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就成渝地区发展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区

域发展战略,使得成渝地区呈现出特有的发展路径。 而且,从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到全域全面推进

经济区建设,再到城市发展新阶段的双核城市群建设,以及当下辐射带动范围和力度更为强劲的双城经

济圈建设,成渝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 因此,探讨当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首先要紧扣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成渝经济区建设、成渝城市群建设等重

要演进节点,准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

1. 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1999 年 9 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成渝地区是西部大开发中最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成渝两地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而进行了更为密切合作。 随着成渝两地经济合作

的不断深化,2007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2007]1248 号),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得成渝两地得以共沐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春风。 这是继上海浦东

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国家首次批准在西部地区设立综合改革

试验区。 从学理上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是一项源自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制度创新,也是发展经济学及

“增长极冶理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运用。 建设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综合

配套改革,积极探索现代区域模式创新发展的新路径[19]。 国家提出的明确要求是,重庆市和成都市要从

两地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和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2. 成渝经济区建设

在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能够更好推动区域

一体化发展,深化统筹城乡改革,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以及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

屏障。 2011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成渝经济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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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综合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该规划涵盖了空间结构优化、统筹城乡发展、产业体系升级、基础设

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体制创新等多个方面内容,为成渝经济区建设提供了重要指

引。 结合成渝地区发展历程可知,《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出台有着厚重的发展基础。 早在 2001 年,
成渝两地共同签订《重庆—成都经济合作会谈纪要》,提出携手打造“成渝经济走廊冶。 2004 年 2 月,川
渝两地签署“1 + 6冶合作协议,在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 6 个领域取得合作共识。 2007
年 3 月,国家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一五冶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成渝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要求

成渝经济区实现“分工合理、协作配套、优势互补冶。 在此基础上,2007 年 4 月,川渝两省市联合研究签订

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首次确定了“成渝经济区冶的地理范围,建立统一的工

作和协调机制,并就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市场体系、产业合作、共建生态屏障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3. 成渝城市群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冶 [20]。 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国际竞

争合作,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空间载体。 早在 2011 年 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庆

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就已共同编制并印发了《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旨在探索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优化国家城镇化空间格局。 但是,“城镇群冶不同于“城市群冶,两者在群组结构、数量构成、发育

规模、竞争能力、空间分布、发展前景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区别[21]。 相较城镇群而言,城市群具有发展集

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等特征,更能发挥区域增长极作用。 围绕党和国家的相

关精神,2015 年 5 月,川渝两地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强调发挥两地

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等优势,合力打造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在此基础

上,2016 年 4 月,《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出台,将成渝城市群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按照规划

要求,成渝城市群应发挥重庆和成都双核带动功能,不断培育发展成为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

群,以之强化对“一带一路冶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毋庸置疑,成渝城市群在近年来的建设中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与此同时,成渝城市群仍然面临着

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不强劲、经济圈功能定位不协调、城市分工与产业分工不合理、区域间要素流动不畅

通、内部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准确把握城市群发展的肯

綮所在,科学认识中心城市、经济圈、城市群三者之间的层次关联。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

求“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冶,这强调的是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同时,发
挥好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发展的应有作用,还需要充分考虑作为“中介层冶的经济圈发展。 对于成渝城市

群而言,要以重庆和成都两大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经济圈建设,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发展,从而遵循“以
核带圈,以圈促群冶的城市群发展逻辑。 正因为此,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战略部署,并明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
开启了成渝地区发展新征程[22]。 而且,近年来,一方面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

弱,另一方面依托内需潜力释放的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 针对这些新

变化,党中央提出,要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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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此

背景下,2020 年 10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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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着

重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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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意蕴与动力支撑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可知,不同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赋予成渝地

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都各有差异,并呈现出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的动态轨迹。 新时代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中央尊重区域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而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时代意蕴和强劲的动力支撑。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意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新形势下推动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的战略部署,被赋予丰富的时代意蕴。
具体而言,基于利益分析可以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探索新时代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

范,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重要引领,以及助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1)探索新时代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

双核城市群是拥有两个核心城市的城市群。 在这种特定空间形态的城市群中,两个空间距离邻近、
规模等级较高、辐射功能较强的大城市处于核心地位,彼此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良好互动,并
形成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 从利益层面来看,城市群各城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生成交

错的利益关系,汇集形成城市群内部的利益关系格局。 由于存在着既有分工协作又有相互竞争的两个

核心城市,双核城市群相较于发展程度类似的单核城市群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也面临着

特有的一体化发展问题域。 可以说,推动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在于促进城市群内部个别利益与

共同利益的统一,难点则在于有效整合各个城市特别是两大核心城市的个别利益。
从跨省域双核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我国从北向南依次分布着以哈尔滨和长春为双核的哈长城市

群,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的京津冀城市群,以兰州和西宁为双核的兰西城市群,以重庆和成都为双核的

成渝城市群。 其中,成渝城市群拥有重庆和成都两个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双核城市群,也
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双核城市群。 当前,如何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区域发展实际,借鉴北美五大湖城市

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德国莱茵—鲁尔城市群等国外多中心城市群建设经验,在新时代实践中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 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是为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探索一种可行思路,以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 这是因为,结合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可知,只有先基于重

庆和成都两大核心城市,整合经济圈内部个别利益,强化经济圈共同利益,才能有效强化整个城市群的

共同利益,才能促进整个城市群内部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 这种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推

进思路,体现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双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作用。
(2)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重要引领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的历史关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冶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要求,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

新认识,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25]。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冶作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六大战略任务之一而提出[26]。 同时,基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准确研判,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

主要空间形式冶 [27]。 综上可见,在区域经济层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离不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这一重

要阵地。
长期以来,成渝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态势良好,并不断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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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条件、有实力、有责任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重要引领,在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发挥带动作用。 在创新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更好发

挥重庆、成都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资源优势,进一步强化经济圈创新资源综合集成,健全区域协同创新

体系,从而在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先导作用。 在协调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更好

促进核心城市之间协调合作机制完善,提升两大经济圈功能定位匹配度,构建成渝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在绿色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更好落实绿色城镇化理念,
依托长江上游“山水林田湖草冶的整体自然格局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形态,探索协同推进生态环境安全和

城市永续发展新路径。 在开放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更好探索建立对内对外开放新

机制,拓展全方位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培育壮大开放通道节点城市,引领开放升级。 在共享发展方面,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更好探索建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

机制,增强核心城市凝聚力和经济圈向心力,探索共建新时代城市利益共同体。
(3)助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力助推,西部地区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9 年 3 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这是党中

央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从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为西部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导航定向。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求西部地区“更加

注重抓好大保护冶“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冶“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冶。 可以说,全面落实三个“更加注

重冶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关键所在,对西部地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8]。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更好保护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更好筑实内陆开放战

略高地,更好在西部地区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而有利于三个“更加注重冶的全面落

实,助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 具体而言:在抓好大保护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

更好维护区域生态利益,强化生态空间管制和生态环境共治,加快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
以之更好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助力西部地区生态利益均衡格局构建。 在抓好大开放方面,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处于“一带一路冶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能够通过创新内陆开放模式,聚力推进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向纵深拓展,以之助推西部地区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和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巩固和

优化开放利益。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强化重庆和成都两个核心城市

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促进先进产业和生产要素集聚,以之深化西部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西部地

区加快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进一步提升利益创造的质量。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动力支撑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冶建设等国家战略不断推进并取得积极进

展。 这些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能够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联动基础、区位优势、发展潜能以及开放

层次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
(1)依托成渝城市群建设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联动基础

自《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以来,成渝城市群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成渝城市群 2018 年地

区生产总值约 5郾 7 万亿元,是 2014 年的 1郾 52 倍,年均增速为 10郾 96%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

重为 6郾 4% ,比 2014 年的 5郾 49%高出 0郾 91 个百分比[29]。 随着成渝城市群建设继续有序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联动基础也势必将得到进一步夯实。 具体而言,成渝城市群建设在构建“一轴两带、双核

三区冶空间发展格局的同时,能够更好提升整个成渝地区空间利用效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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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联动基础。 而且,按照发展要求,成渝城市群建设以强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和培育发展中小城

市为着力点,提升重庆和成都两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构建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以之打造

结构合理、功能完备、互联互通的城镇体系。 显然,这必将从两个方面支撑和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联动格局:一方面,为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各自内部联动提供动力保障,并强化核心城市的联动

枢纽作用;另一方面,为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之间健全多层次联动网络,并有效提升圈际联动效能。
(2)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位优势

从空间布局来看,成渝地区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重心,重庆和成都共同构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三条主通道的起点。 而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紧扣重庆和成都两个重要枢纽,一方面将着力打造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将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冶和长江经济带连结点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将

发挥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增强对通道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 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不

断建设成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以及连接“一带冶和“一路冶的陆海联动通道。 截止

到 2019 年末,西部 12 省区市和海南、广东湛江“13+1冶合作共建机制已经形成,重庆铁海联运班列全年

开行 923 班,增长 51% 。 随着西部地区逐渐形成通道有效支撑、战略有机衔接、南北相互促进的发展新

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运输通道建设和物流设施建设将得以推进,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放的叠加

效应得以更充分发挥。 在此基础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将获得发展的直接推助力,并不断强化区位

优势。
(3)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潜能

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 11 省市,是当前中国经济实力最强且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经济带。 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 2016 年 1 月和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和长江中游的武汉,先后

主持召开两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在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引
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冶 [30]。 基于“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冶的思路,长江经济带确立

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冶的发展新格局。 其中,重庆是长江经济带“一轴冶的三大轴点之一,成渝城市

群是长江经济带“三极冶的三大增长极之一。 在此基础上,随着长江经济带不断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

调发展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将更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激发出强劲的转型动力和发

展潜能。
(4)依托“一带一路冶建设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放层次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密切关联,推进“一带一路冶建设既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需要,也是

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欧非国家互利合作的需要。 推进“一带一路冶建设,有力促进了成渝地区实行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更好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随着“一带一路冶建设的继续深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开放层次也将得以进一步提升,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一带一路冶建设明确要求打造西南地区开

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冶和“一路冶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这将有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连接“一带冶和“一路冶的开放功能。 二是“一带一路冶建设明确要求将重庆打造为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

撑,将成都打造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这将充分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放潜能。 三是“一带一

路冶建设明确要求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全力打造“中欧班列冶品牌,这将更好畅通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放通道。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战略举措

按照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观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亟待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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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分层次、有重点地予以推动。 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了

“两中心两地冶的战略定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确立指明了方向。 而且,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已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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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大

举措。 因此,还应紧扣“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构建,确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举措。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被明确赋予了“两中心两地冶的战略定位。 具体而言:(1) “重要经济中

心冶的战略定位,要求推进重庆和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强化自身对全国经济的辐射力,逐步形成全国

重要经济中心地位。 (2)“科技创新中心冶的战略定位,要求加快形成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实现创新链与

产业链深度融合,激发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 (3)“改革开放

新高地冶的战略定位,要求积极开展地方探索,大力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并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加快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成为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的新高地。 (4)“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冶的战略定位,要求协

同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优质服务资源共享,推动新型城市建设,成为舒适便捷、智慧互联、绿色

生态、开放共享的高品质生活宜居之地。
结合“两中心两地冶的战略定位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在推进过程中紧扣如下几个方

面工作:首先,要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紧扣“以核带圈,以圈促群冶的内在发展逻辑,处理好成渝

“双核冶带动与区域协调联动的关系,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其次,要推进

重庆和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强化两个核心城市协同带动作用,探索构建新时代“双核并进冶的中心城

市协调发展新模式;再次,要将市场驱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圈建设和发展中的驱

动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体制机制创新、空间开发管制、基础设施支撑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能够得以确立,即通过市场充分驱动与政府积极引导相结合,加强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依托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效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

聚,构建新时代“双核并进冶的中心城市协调发展新模式,加速推进成渝地区区域协调联动和一体化

发展。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举措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区域发展战略应被置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所组成的整体体系中加以考察。 从深层次看,国家对特定区域发展的战略部署,恰恰体现了上层建筑对

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性,以更好促进该区域社会生产力发展。 同时,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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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23]。 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时
专门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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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因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展望

“十四五冶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构建来确立战略举措,以之充分发挥

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
(1)紧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举措

构建“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

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冶 [23]。 因此,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之更好融入国内大循环,需要在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两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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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内需方面,要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轮驱动,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一方面,
要不断提升双城经济圈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以之提振消费底气,扩大居民消费。 这就需要扩大

经济圈优质教育供给,健全经济圈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统筹经济圈养老服务产业布局,扩展经济圈优质

医疗资源覆盖范围,等等。 同时,还应紧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统筹推进经济圈城乡公共

服务一体化发展,提升经济圈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水平,积极释放农村消费潜能。 另一方面,要重

视投资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作用,统筹好双城经济圈内部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和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加强支撑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以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依托重庆和成都两大综合交通枢纽,进一步完善升级经济圈城际轨道交

通网络,特别是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次级城市之间轨道交通网络。 同时,还应强力助推交通基础

设施智能化变革,推动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发展,促进经济圈交通智能化。
在优化供给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以产业转型升级为肯綮,进一步提升供给体系对内需的适

配性。 这就要求双城经济圈进一步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促进经济圈

产业集群化、融合化、智能化,积极发展壮大新经济,加快推进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一是促进经济

圈产业合理布局。 双城经济圈应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相结合,协同制定产业政策,消除内

部产业布局雷同与无序竞争,促进经济圈产业有序分工和合理布局形成。 二是加快经济圈产业集群发

展。 双城经济圈应充分发挥核心城市产业集聚能力,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有序实现产

业跨区域转移和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共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现代服务

业集群等产业集群发展。 三是加快经济圈先进制造业发展。 双城经济圈应制定实施制造业协同发展规

划,积极促进新兴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掘和推广制造业协同发展示范,推动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2)紧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举措

“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指向的绝不是单一的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近年来,
国际大循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分析的,“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

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冶 [23]。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

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冶 [23]。 在此背景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就要进一步打造对外开放的新增长点,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外开放引力场,以之助推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
第一,进一步推进国际通道建设,联手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以共建“一带一

路冶为引领,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进一步提升区位优势和开放层次,积极融入新型经济全球化。 同

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应积极落实川渝两地已经达成的《共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战略合作协议》,进
一步合力推进现代化国际通道建设,不断构建陆海联动、四向互济的内陆开放格局。 特别是在畅通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国际大通道的过程中,应在南向大通道建设上实现新突破,积极依托成昆铁路和渝昆铁

路,连接畅通成渝地区经云南至南亚、东南亚的铁路干线,创造条件打造“渝昆新冶、“成昆新冶南向陆上

大通道。
第二,进一步对标全球创新链高端,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打破地区行政

分割限制,促进经济圈科技人才流动和科研资源共享,形成分工协作、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体

系,持续增强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向全球创新链高端迈进。 这就要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积极打

造创新发展共同体,共同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联合攻关突破技术创新瓶颈,协同推动原始创新、技
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而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应进一步夯实协同创新政策支撑,加强知识产权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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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协同强化负面清单管理,长远规划经济圈科技创新投入政策。
第三,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进一步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与创新,不断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以市场化、法治化促进国际营商环境优化。 这

就要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健全各类市场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推动经济圈要素市场一体化管理机制创

新,以之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而且,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还应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法治化进程,以法制建设降低经济圈内部制度性

交易成本,以法治政府维持市场的有效性和有序性,以之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四、结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继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成渝经济区建设、成渝

城市群建设之后,党中央为成渝地区发展制定的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党中央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

求而作出的战略部署,并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意蕴。 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能够获得多方面的

动力支撑。 具体而言,成渝城市群建设能够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联动基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能够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位优势,长江经济带建设能够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潜能,
“一带一路冶建设能够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放层次。 在此基础上,紧扣“两中心两地冶的战略定

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得以确立,即通过市场充分驱动与政府积极引导相结合,加强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依托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效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

聚,构建新时代“双核并进冶的中心城市协调发展新模式,加速推进成渝地区区域协调联动和一体化发

展。 而且,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展望“十四五冶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双循环冶
新发展格局构建来确立战略举措,以之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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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Twin鄄City Economic Circl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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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uccessively launched a ser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鄄Chongqing region, making Chengdu鄄Chongqing
region present a uniqu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鄄Chongqing Twin鄄City Economic
Cir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ual鄄core city cluster in the new era,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regions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鄄
Chongqing city clust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and鄄sea corridors in the we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 Belt and Road" can provide dynam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鄄Chongqing Twin鄄City Economic Circle. On this basis, policies should be designed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 double circula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hengdu鄄Chongqing Twin鄄City Economic Circle by actively implementing “ two central
sites冶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hengdu and Chongqing.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Chengdu鄄Chongqing Twin鄄City Economic Circl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land opening鄄up
CLC number:F127摇 摇 Document code: A摇 摇 摇 Article ID:1674鄄8131(2021)03鄄0072鄄10

(编辑:段文娟)

18

易淼:新时代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探析:历史回顾与现实研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