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节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主要内容如下。（因原文篇幅过长，故节

选会展相关内容展出） 

第五章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塑为契机，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强化机

制创新，优化、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

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节 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引导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发展服务环节，

推动生产服务型企业创新服务供给，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全产业链价值。在研发

设计、科技服务、商务咨询、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联合打造一批服务品牌。依托优

势企业培育发展工业设计中心，支持食品药品检测基地、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城等建设。

支持在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支持川渝毗邻地区建立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重庆、成都等开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提升商贸物流发展水平。强化重庆、成都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合力建设国际货运

中心。支持万州、涪陵、长寿、遂宁、达州、泸州、自贡等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支

持全货运航空公司在成渝地区设立基地，加快完善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服务网络，打造

多元化、国际化、高水平物流产业体系，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围绕优势产业和主导产

品，差异化建设一批内外贸相结合的专业市场。扎实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大力发展数字商务，探索建立反向定制（C2M）产业基地。强化会展经济对商贸

物流的带动作用，联合打造一批专业会展品牌。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支持重庆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支持开展共

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开展本外币合一账户试点。支持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探

索开展跨国企业集团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等试点业务，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支持开展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试点。积极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创新，开展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创新试点，

在成都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推进金融市场和监管区域一体

化，推动在担保、不良资产处置、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领域跨区域合作。支持

设立市场化征信机构，研发适合西部地区的征信产品，支持中外信用评级机构在成渝

地区设立实体机构，推动信用融资产品和服务创新。设立破产法庭，健全金融审判体

系。 

第九章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打造陆海互济、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枢纽，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深

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全面提升市场活力，在西部改革开放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第二节 高水平推进开放平台建设 

建设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加大力度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

支持重庆、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试行有利于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外汇管

理政策。探索更加便利的贸易监管制度。在双城经济圈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创新成果。扩大金融、科技、医疗、贸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开放。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以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为重点，优先布局国家重大

战略项目、试点示范项目，创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扩大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国

际航权开放，按规定积极扩大铁路、港口、机场以适当方式对外开放，合理规划发展

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B 型）。加快建设中德、中法、中瑞（士）、中意等双

边合作园区。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 

高标准实施高层级开放合作项目。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合规有序发展供应链金融和特色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依托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探索

形成贸易金融区块链标准体系。推动建设中新金融科技、航空产业、跨境交易、多式

联运等领域合作示范区，建设第三方飞机维修中心，共同打造国际数据港。开展中日

（成都）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建设药物供应链服务中心、先进

医疗服务中心，推动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心。支持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和赛事。支持共建“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同举办“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高标准举办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等国际大型会展。深化文化、教育、医

疗、体育等领域国际交流，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支持川剧、彩灯等中国文

化走出去。加强国际友好城市往来。支持建立境外专业人才执业制度，放宽境外人员

参加各类职业资格（不包括医疗卫生人员资格）考试限制，支持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

华投资就业提供入出境和停居留便利。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