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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记”，协同效应加速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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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简称《规
划》），为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加速形成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提
供了一份全新“施工图”。

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高级工程师潘昭宇介绍，《规划》 是继
2021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
通规划》印发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二个
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2021 年 1 月至 11 月，
成渝两地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00余对，日
均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此次《规划》的出
台，无疑将壮大“同圈人”的队伍。

“成渝地区地处内陆，由于不临海、大部分
地区不沿江，货物运输物流成本较高。《规划》
强调客货并重，提出到2025 年轨道交通承担
货运量占比由3.2%提高到10%以上；统筹货运
枢纽布局，构建三级铁路物流基地；增强铁路
货运枢纽多式联运功能，提升铁路货运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发展铁水、公铁联运和

‘一单制’联运服务……充分结合成渝地区特
点，对支撑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构建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潘昭宇说。

成渝联动，交通先行。重庆市交通局提
供给本报记者的信息显示，2021年，标志性
项目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建设，成渝高铁完成
提质改造，双核之间高铁通行时间缩短至 1

小时。重庆至贵州高速复线、重庆合川至四
川安岳、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三条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川渝间高速公路通道达到16个，
双核间形成4条高速大通道。

“下阶段，我们将统筹推进跨省交通项目
技术标准、建设时序、建设进展等协调统
一，抓好成渝中线、渝西高铁等标志工程建
设实施。加快推进成渝毗邻地区普通公路项
目建设，共同提升嘉陵江、渠江、涪江等支
线航道互联互通水平，合力打造协调发展港
口集群。”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四川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三
五”以来，西成、成贵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
建成通车，四川省进出川大通道增至11条。
同时，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开通里程增至
558 公里，运营规模跃居全国第四；新改建
城厢站、大湾站、新兴站、普兴站等，铁路
场站货运能力显著提升。“四川正紧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加密中心城区
线网、深化产业功能区覆盖，实现中心城区
范围内，轨道站点800米范围覆盖60%以上的

人口、岗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推动轨道交通线路信息互联、票务互
认、安检互信、支付互容、管理互通。”该负
责人说。

产业空间扩大，企业机遇更多

基础设施的完善，增强了双城协同发展
的合力。

——攥指成拳，产业协同空间大。2021年
11月30日上午10点半，一批氢燃料物流车从
重庆九龙坡缓缓驶出，向四川方向出发。同
时，在四川成都龙泉驿区、郫都区的两批氢燃
料物流车也相继往重庆方向出发。这标志着
两地联合打造的“成渝氢走廊”正式开通运行。

据介绍，位于西部 （重庆） 科学城西彭
组团的“西部氢谷”，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将
打造成国家级氢能源商用车生产基地、国家
级氢燃料电池研发制造中心。除了“成渝氢
走廊”之外，两地还将联合开展新能源与智

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攻关，联手打造车联网
和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等应用场景，联手推进
氢燃料应用示范，联手推动两地整车与零部
件企业互配互供。

——筑巢引凤，市场主体活力足。“本以
为迁移要四川重庆两头跑，没想到在‘电子
税务局’可以办理全部流程，企业就成功迁
移到了重庆。”四川泸州特云宝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聂小莉说。2021年夏天，这
家企业成为川渝地区首个通过线上办理跨省
税务迁移的企业。

重庆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
示，2021 年以来，重庆市深化“放管服”改
革，210项“川渝通办”事项全面实施，截至当
年 11 月底累计办理超 589 万件。不仅如此，
重庆还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
化，加强服务标准和制度衔接，联合开展交
通通信、就业社保等 6 个方面便捷生活行
动。截至11月底，已有近3500家定点医疗机
构实现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2.65万
家医药机构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同时，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时间由
1个月压缩到最快当日办结，实现川渝异地贷
款缴存证明无纸化、贷款申请“一地办”。

产业空间与市场活力最终体现在企业。
天眼查数据显示，从 2020 年初至 2021 年 12
月底，重庆市新增注册企业数量近80万家，
成都市新增注册企业数量超123万家。这一
过程中，成渝“双城经济圈”外溢效应十分
明显。数据显示，四川德阳、绵阳、内江等
地近年来新增企业注册量呈平稳增长态势，
年均增速普遍保持在10%以上。

创新资源集成，市场更有活力

成渝地区是中国西部人口最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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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资源集
成，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大力推进科技
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是打造高质量发展重
要增长极的必然要求。

记者了解到，从2020年4月至今，成都
高新区已与重庆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签署21
份合作协议。不仅如此，成都高新区还推动
成立了“成渝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同
创新战略联盟”，助力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目的就在于共同建设西部科
学城，联合争取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如
今，各方正携手聚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
经济等主导产业及未来产业“卡脖子”环节。

成渝两地重视科技创新、发挥后发优势
的努力，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肯定。2021年12
月24日，在成渝“双城协同·赋能智造”专
场活动上，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陈光分享了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成渝
协同创新指数”。据介绍，该指数由政策协
同、资源共享、创新合作、成果共用、产业
联动和环境支撑6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
标构成。“相较于2019年，2021年成渝创新
协同度提高了4.2倍！”陈光说。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
所长彭劲松对本报记者表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区域互联互
通的水平逐步提高，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
速，这些有助于整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配套
水平持续提升。”他认为，未来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还需要重点做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升重庆主城都市区
和成都的城市发展能力，更好发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二是进
一步推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三是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低碳
产业、绿色能源，加强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
生态横向补偿机制建设，加速“生态资源”向

“生态富民”转变。

冬日的晨雾尚未散去，由成都东站驶往重庆西站的高铁上已坐
了不少人。乘客中，有的家在成都，要去重庆出差；有的打算利用
空闲，到重庆游玩。用不少乘客的话说，如今他们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同圈人”。

从交通基建到产业发展、金融支撑，去年以来，打造“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新政策密集出台。随着各项举措落地实施，双城经济
圈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速，人们在通勤、就业、创业等方面享受到
更多便利，一个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正在形成。

▶2021年12月24日，成渝高
铁“复兴号”动车组举行开通一周
年庆祝活动。图为重庆客运段乘
务人员在成渝高铁 G8612 次动车
组列车上为旅客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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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永康五金国内总体判断景气运行下跌，生产
景气指数略有回落

12月份，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95.07点，环比下跌0.15点，生产

步伐略有放缓。十二大类行业生产景气呈现四升七降一平格局。结构性

指标呈现不同程度波动，其中，要素供给景气指数环比下跌0.18点，市场需

求景气指数环比上升0.56点，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0.17点，总体判

断景气指数环比下跌1.04点。

一、生产与销售状况景气双降，总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下跌
12月份，总体判断景气指数收于96.81点，环比下跌1.04点。其中，生

产状况景气指数为98.26点，环比下跌0.64点；销售状况景气指数为93.56

点，环比下跌1.14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五升五降二平格局，其

中，建筑装潢五金、机械设备、安防产品三个行业总体判断景气指数跌幅在

10个点以上。

二、商品存货周转有所加快，经营效益景气指数稳中略升
12月份，企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5.48点，环比上升0.17点。其中，

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96.93点，环比上升0.70点；商品销售收入景气

指数为89.68点，环比下跌0.61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五升六降一平

格局，其中厨用五金行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涨幅居首，环比上涨4.21点。

三、生产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12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景气指数为95.33点，环比下降1.40点。

预计2022年1月份，生产景气指数会延续下降态势。

2021年12月永康五金市场需求与效益双减，市场交易景
气指数环比下跌

12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98.80点，环比下跌1.72点。十

二大类行业景气呈现一升十一降格局。结构性指标呈现不同程度波动，其

中，要素供给景气指数环比上升8.52点，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环比下跌5.33点，

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跌3.12点，总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下跌4.00点。

一、商品销售量缩减，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小幅下跌
12月份，五金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99.45点，环比下跌5.33点。其中，

商品销售量景气指数为98.65点，环比下跌4.91点；商品销售价格景气指数

为100.04点，环比下跌3.80点；商品顾客数量景气指数为98.05点，环比下

跌4.69点。十二大类行业呈现一升十一降格局，运动休闲五金降幅居首，

环比下跌11.67点。

二、商品存货周转放缓，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调
12月份，五金市场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9.27点，环比下跌3.12点，

其中，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98.34点，环比下跌4.88点；商品进货

量景气指数为98.44点，环比下跌4.64点；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数为98.77

点，环比下跌4.49点。十二大类行业呈现二升十降格局，运动休闲五金降

幅居首，环比下跌6.67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的后市预测
12月份，五金市场交易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9.17点，环比下跌0.90点。

预计2022年1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将略有下跌。

2021年12月永康五金出口效益继续向好，外贸景气指数
稳中趋升

12月份，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指数收于95.84点，较上月提升0.60点，出口

形势稳中趋好。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三扩张八回落一收缩格局，其中，

运动休闲五金、机械设备、电子电工三个行业处于扩张区间；门及配件、车及

配件、五金工具及配件、日用五金电器、厨用五金、建筑装潢五金、机电五金、

通用零部件八个行业处于回落区间；安防产品一个行业处于收缩区间。

一、商品出口额提升良好，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继续小幅上涨
12月份，出口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6.34点，环比上升1.11点。其中，

商品出口销售额景气指数为99.26点，环比上升9.46点；商品毛利率景气指

数为95.91点，环比上升2.37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六升五降一平格

局，其中机械设备行业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涨幅居首，环比上涨15.19点。

二、相关行业需求降幅较大，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略有下跌
12月份，出口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94.76点，环比下降0.33点，十二大

类中的车及配件、机电五金两个行业较大幅度下跌，环比下跌分别为14.00

点、13.07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四扩张四回落四收缩格局，其中，门

及配件、车及配件、厨用五金、安防产品四个行业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处于收

缩区间。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12月份，外贸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5.86点，较上月下降2.79点。预计

2022年1月份，外贸景气指数会走向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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