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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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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健全合作机制 

前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成渝地区发展。2020 年 1 月 3 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

为未来一段时期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

南亚的独特优势。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城镇密

布、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

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发展

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编制本规

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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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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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8.5 万平方公里，2019 年常住人口 9600 万人，地区生产

总值近 6.3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1.9%、6.9%、6.3%。 

本规划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纲领性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依据。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第一章 规划背景 

“十三五”以来，成渝地区发展驶入快车道。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作用持续提升，中小城市加快发展，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产业体

系日渐完善，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内需空间不断拓展，对外交往

功能进一步强化。到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0%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铁路密度达 3.5 公里/百平方公里，机场群旅客吞吐量超过

1 亿人次，常住人口规模、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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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改革

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成渝地区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仍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基础设施瓶颈依然

明显，城镇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分工协同程度不高，科技

创新支撑能力偏弱，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

艰巨，民生保障还存在不少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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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