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4 日，重庆海关发布消息称，今年前 4 个月，重庆

外贸进出口总值 2459.1 亿元，同比增长 48.3%。

喜人成绩离不开重庆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创新。 4 年

来，重庆用活自贸试验区制度开放红利，提升国内国际市场

互联互通水平，不断优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全面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取消外商投资商务

审批备案，德国埃马克、博世创新中心、奥特斯 IC 载板、万

国数据和中欧数字生态城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

在商事制度改革中，重庆探索权限下放“基层点菜”，41
项市级管理权限下放到各片区，对自贸试验区内 523 项中

央层面设定和 14 项地方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

行全覆盖清单管理。实施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多证合

一”“证照分离”改革和“基层注册官”制度，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 3 个工作日以内。

在多方合力推动下，重庆诞生内陆首个批量进口大贸

整车保税仓储项目并进入常态化运行，完成第三批自贸试

验区首单保税融资租赁业务，落户重庆首个保税研发检测

项目——天利航空研发检测。

自贸试验区各个园区和单位也在积极探索创新。西永

园区在全国内陆特殊监管区中率先实现原产地证书网上自

助打印，全面推行 195 类涉税事项“全程网上办”；两江新区

（自贸试验区）法院创新涉外商事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

累计委派、委托调解案件 2000 余件……

“4 年来，重庆自贸试验区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发展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重庆市商务委主任张智奎

介绍，在这片“试验田”里，已集聚了重庆超 1/4 的进出口企

业，贡献了全市约 7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吸引了全市超

40%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自贸试验区

探索制度创新
本报记者 刘新吾

从重庆到新加坡，两条畅通的大路正在延展——

一条在脚下：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一条在云端：中新

国际数据通道，首条面向单一国家点对点的国际数据专用

通道。

两条大路，通达通畅，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辐射整个

西部地区乃至更广泛区域。这背后的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正在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的新名片。

2015 年 11 月 7 日，中新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落户”重庆。截至 2021 年 4 月，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

下，累计签约合作项目 118 个、总金额约 214 亿美元，跨境融

资项目 163 个、总金额约 149 亿美元。

如今，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已经融入城市建设的点点滴滴。

在重庆仙桃国际大数据谷，貌不惊人的路灯也是无

人驾驶生态系统的基石。这项技术，正是新加坡科技工

程集团与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开展的合作内容——中新合

作多功能智慧灯杆项目。

谋划开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带动西部 12 个省区市

及广东省湛江市、海南省参与共建；建立并不断拓展中新跨

境融资通道，已覆盖西部 10 个省区市；中新（重庆）多式联运

示范基地、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重庆莱佛士医院等

一批重点项目落地……5 年多来，双方积极落实两国政府间

《框架协议》并加快推进创新举措细化落地。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局长曾菁华表示，“十四

五”期间，重庆将借助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平台，推动新方继

续发挥资金、物流、管理等方面优势，引导新加坡和国际企

业进一步提升参与程度，为“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长江

经济带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助力。

渝新双枢纽

实现高效联通
本报记者 蒋云龙 常碧罗

3 天，2 亿美元信用贷款，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利用国

际商业转贷款从境外引入低成本美元资金，为某大型笔电

生产企业带来融资加速度；2020 年，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积极支持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助渝企办理中新项目

项下跨境融资 5000 万美元。完善的金融机构门类、较强的

市场辐射力、丰富的金融产品，重庆已初步形成了良好的现

代金融服务体系。

今年 4 月，重庆获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不仅

是金融服务业，现代商贸、文化旅游、数字经济……丰富的

产业门类和浓厚的产业氛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服务行业

汇聚山城。

2020 年，重庆市服务业增加值超过 1.3 万亿元，“十三

五 ”期 间 年 均 增 长 8% ，占 全 市 GDP 比 重 由 47.7% 上 升 至

52.8%。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

态势，2020 年金融业增加值超过 2200 亿元，数字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1%。这背后是重庆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全局谋划——提升服务业集聚能级，让物流、人才、金

融、信息等要素加快在重庆集聚融合，政策助力企业打通

发展堵点。

培育新业态，创造新动能。作为制造业重镇，重庆拥有

全部 31 个制造业大类行业，规上工业产值超过 2.2 万亿。

目前，重庆正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服务业与本

土企业共同搭建起产业服务链条。

作为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

业是重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依托。综合试点获批

将让服务业迈上新台阶，满足群众对教育、健康、金融、信

息、商贸、文旅等服务需求，为百姓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供给，

创造更加高品质的生活。

服务业升级

助力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常碧罗

漫步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街面整洁、休闲座椅焕然一新。

如今，到重庆来旅游的游客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品牌

旗舰店落地，新项目和新业态的入驻，给重庆注入了新活力。

去年以来，重庆坚持以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

统筹实施国际消费集聚区建设等“十大工程”，加快建设国

际购物、美食、会展、文化、旅游“五大名城”，取得初步成

效。今年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78.8 亿元，同

比增长 41.7%，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15.3%。

聚力打造国际消费核心区。突出“山城”“江城”“桥都”

城市名片，推进“两江四岸”商业商务核心区整体提升，持续

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已建成 49 个核心商圈、23 条市级特色

商业街、17 条中华美食街。解放碑步行街被命名为首批

“全国示范步行街”之一。

错位发展特色消费示范区。突出山城人文特色，推动

十八梯、鲁祖庙、山城巷、沙磁巷等特色老街改造建设，塑造

独特山城“后街”特色消费场景。

精雕细琢夜经济发展集聚区。升级打造渝中洪崖洞、

南山壹华里等一批网红夜间经济消费地标，建成市级夜市

街区 33 条。

培育打造消费活动品牌。开展“爱尚重庆”消费季主题

消费促进活动，活跃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能

级，全面宣传、展示、提升重庆消费“新魅力”。

近日重庆出台《关于培育发展“巴渝新消费”的实施意

见》，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实施“巴渝新消费”

八项行动，加快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计

划到 2025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55 万亿元以

上，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达 40%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超过 50%。

培育新消费

擦亮城市名片
本报记者 刘新吾

“开放”正深刻改变着重庆，带动整个

西部发展。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展馆前，不少

宾客驻足停留，“一家亲”“一盘棋”“一体

化”三大板块，向大家展示了成渝携手的

亮 眼 成 绩 ；作 为 本 届 西 洽 会 的 主 宾 省

（区），广西、云南表达出项目合作的强烈

意愿。西洽会正在推动西部地区更高水

平的对外开放。

融合开放，为市民带来更多便利。从

杭州来重庆的刘先生，走出沙坪坝火车

站，拎着行李箱，来到龙湖金沙天街一家

咖啡厅内，打开电脑，开始办公。从出站

到落座，全程不到 3 分钟。

把商圈建在成渝专线高铁站上，金沙

天街辐射了渝西、川南地区。“距离近，而

且下高铁就到，这些便利将改变城际消费

模式。”金沙天街项目总监杨霞介绍。

促消费，扩内需，重庆支持两路寸滩

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江津东盟商品分

拨中心等进口商品分销体系建设，扩大母

婴、汽车、服装、医药品等商品和教育、医

疗、文化娱乐等消费服务进口，以进口带

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哥伦比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作为主

宾国，为西洽会注入更多新元素。

稳外资，稳外贸，营商环境加速优化。

境外参展、出口信保、保单融资风险补偿资

金池、中小外贸企业专项贷款贴息……各

类政策为企业纾困，每年惠及外贸企业近

3000家。近 3年，全市累计获批机电、医药、

新材料、农产品等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13 个，化妆品、母婴用品、服装鞋帽等消费

品进口突破 90 亿元，整车进口规模保持内

陆整车进口口岸前列。2017 年以来，全市

外贸年均增长 12%，2020 年进出口总额突

破 6500 亿元。同时，重庆市商务委加大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外资引进力

度。加强与跨国公司、行业领军企业对接

合作，吸引境外优质公司来渝投资，“十三

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 523.8亿美元。

“接下来，我们将着力构建通道、平

台、产业、政策‘四大开放体系’，不断提升

西洽会影响力，以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为引

领，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张智奎告

诉记者。

以开放为帆，重庆面向新蓝海，行稳

致远。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内陆地区转型发展助力——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新吾 常碧罗

促开放，带动作用更明显

5 月 21 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西洽会）开幕，参与的跨国企业上千家，签约

项目也涉及各个领域，重庆及西部省份结识新伙

伴、扩大朋友圈、推动新合作。

2018 年，渝洽会更名为西洽会，成为国家级

展会。3 年来，重庆引进大量项目，产业发展动力

更强劲，畅通物流通道，贸易之路更加繁荣，促进

对外开放，带动西部作用更加明显。

重庆涪陵，万凯公司的车间内，智能

化设备运行井然，中控室屏幕上，数据跳

动更新，生产正酣。“目前，我们正在打造

全球单套产能领先的食品级 PET 高分子

生产基地。”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邹旭波说。

2018 年首届西洽会，在新材料技术

方面排名前列的浙江万凯新材料有限公

司与重庆涪陵区签约，项目总投资 36 亿

元，落地年产 120 万吨食品级 PET 高分子

新材料项目。目前一期已经顺利投产，二

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届时

将实现 120 万吨的产能。

这种新材料应用较广、安全环保，可

用作饮料、日用百货等包装。该项目弥补

了重庆地区食品级 PET 高分子新材料市

场产能空白，正成为当地的新材料产业标

杆项目。

万凯公司在重庆的蓬勃发展，正是众

多西洽会落地项目的缩影。高能量密度

锂离子电池问世，每年产值将实现 100 亿

元，直接提供超过 5000 人就业；绿色建筑

业产业园区里，装配式绿建带来示范效

应；纯电动乘用车项目，为新能源汽车生

产增质扩能……

在前两届西洽会上，集中签约的重点

项目，目前已落地建设，有的已投产运营。

今年，第三届西洽会吸引了共 4100
余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还首次设置

了汽摩产业馆、大健康产业馆，推动展会

为产业赋能。

“西洽会正在成为引领内陆开放的重

要平台，促进新一轮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重要载体。”重庆市商务委主任张智奎

表示。

重庆正从西部出发，一步步走向世界。

聚产业，发展动力更强劲

车间门口，每三分钟就会有一辆崭

新的轻卡缓缓驶出，它们沿着陆海新通

道，搭乘专列向南到钦州港，换船出海，

15 天后，“庆铃牌”轻卡出现在菲律宾的

码头。

“以前走长江水路，到上海再南下，绕

了一圈，要 30 多天。”庆铃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吴有胜告诉记者，

“陆海新通道为我们带来一条‘近路’，省

了一半时间，路费没增加。”

新通道带来高效率。不只是庆铃汽

车，重庆不少企业纷纷搭乘陆海新通道，

走向东南亚。目前，长安汽车从重庆出

口海外的集装箱 80%通过陆海新通道出

运。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承

接从重庆出口到越南的汽车零部件，也

逐渐改走陆海新通道。今年一季度，陆

海 新 通 道 铁 海 联 运 班 列 开 行 393 列 ，同

比 增 长 133%；运 输 货 值 24.3 亿 元 ，同 比

增长 117%。

新 通 道 带 来 新 贸 易 。 猫 山 王 原 粒

带 壳 榴 莲 、巴 西 牛 肉 来 到 西 部 ，重 庆 和

四川产的柑橘、洋葱等也通过陆海新通

道 出 口 至 东 南 亚 和 中 东 地 区 。 相 较 传

统物流模式，陆海新通道省去口岸掏箱

等操作，实现了冷链货物全程海运原箱

直达西部。

新通道带来新规则。“信用证结算+海

铁多式联运”，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

一次保险、一箱到底、一次结算等模式，为

外贸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运输服务。同时，

推进铁路运单物权化试点，提单融资，让

企业减轻资金的担子。

今 年 西 洽 会 上 ，一 份“ 陆 海 新 通 道

国际合作（重庆）倡议”引起关注。与往

年 不 同 ，“2021 陆 海 新 通 道 国 际 合 作 论

坛 ”作 为 国 际 级 论 坛 ，与 本 届 西 洽 会 同

期举行。

一个国际会展平台，一条贸易通道，

两大开放元素在这里融合。

畅物流，贸易之路更繁荣

图①：2017 年 4 月 1 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

资料图片

图②：第三届西洽会上展示的智能康复机器人吸引市民体验。

邹 乐摄

图③：第三届西洽会上展示的全息智能炫屏、无人驾驶迷你巴士。

邹 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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