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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简称成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地

处四川盆地，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

化区域，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本底良好。

为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生态环境部

牵头编制本规划。

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涪陵、綦江、大足、

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

梁平、丰都、垫江、忠县等 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

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平武县、北川县）、

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市）、

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 15个市。

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期至 2025年，展望到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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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推动成渝地区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

长极的关键时期，成渝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

质变的重要阶段。

第一节 现状基础

区域绿色发展本底较好。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产业基础最雄厚、

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的区域。“十三五”以来，成渝地区

产业发展相互融合，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以上，区域经济总量

占全国比重持续上升，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近 6.64 万亿元，占全国

的 6.5%，呈现出重庆和成都双核相向发展、联动引领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良好态势，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创新和对外

开放的重要引擎。区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壮大，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比重进一步加大。区域能源矿产

丰富，能源消费逐步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2020 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达 33%，远高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四川两地绿色发展水平逐

步提高，2016 年至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 19.5%

以上，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向好。成渝地区生态禀赋优良，“十三五”

时期，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与全国平均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