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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提出，川渝两地要联手打造改革

开放高地，扩大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几年来，川渝通过建通道、搭平

台、创新举措，多维度发力，形成了一

批在开放领域的跨省合作案例，其中

不乏国内首创。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推进，川渝两地相关部门在开放领域

的合作不断加深，正逐步成为区域合

作和对外开放的典范。

故事①
最强中欧班列炼成记最强中欧班列炼成记

欧亚大陆间，如今，每天都有铁路列车

来回穿梭。这些“钢铁驼队”，便是开启亚

欧贸易新通道的中欧班列。

截至2022年底，全国中欧班列开通运

行82条线路，覆盖24个国家200多个城

市，运输货物超过600万标箱，货值3000

亿美元，基本形成覆盖亚欧地区的交通物

流网络。

全国数十个中欧班列中，哪一个最强，

或者说最具竞争力？

答案，无疑是中欧班列（成渝）。

数据显示，这趟从川渝出发的国际班

列，自诞生以来，每年开行量均在5000列

左右，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首位。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副主任胡红兵介

绍，川渝两地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过2.2万

列，占全国开行总量的30%以上。同时，

中欧班列（成渝）采用“枢纽集散+干线直

达+多式联运”方式，“互补”后可覆盖欧洲

全域。

此前从重庆和四川各自开行的中欧班

列，在发车频率、运输量等诸多主要指标

上，均为全国中欧班列翘楚。它们为啥还

要“强强联合”？

胡红兵介绍，中欧班列开行已超过10

年，开行城市多、路线密，但各自为战的情

况也很突出。物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

要在货物的组织、分拨等诸多方面形成规

模优势，以此降本增效。所以，不少业界人

士呼吁对中欧班列进行整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则为川渝

两地中欧班列的联合，提供了契机。

2020年3月28日，中欧班列（成渝）两

大始发地——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和成

都国际铁路港，通过云端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就两港通道互联、港区互通、产业互补

等达成一致。

同一天，中欧班列第1万列从上述两

大始发地同时发车。两趟车，均首次挂上

“中欧班列（成渝）”标示牌。

为提升这趟联合中欧班列的运输效

能，当年8月，成渝中欧班列平台公司签订

《成渝两地中欧班列运营平台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合作原则、合作内

容和合作机制。

10月，川渝两地相关部门在中欧班列

合作上达成一致意见。

12月4日，双方口岸物流主管部门同

时向国铁集团去函，恳请支持成渝中欧班

列合作发展。当月8日，国铁集团复函，同

意支持使用统一名称“中欧班列（成渝）”开

展品牌宣传推广，并从2021年1月起，合

计开行数并发布相关指标数据，支持当地

政府与国铁集团共建联席会议机制。

至此，中欧班列最具竞争力的品牌诞

生了！

“双方不是简单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还有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渝新欧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例如，中欧班列（成渝）开行第一

年的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成都班列货

源不足，重庆直接给予支持；下半年，成都

又将货源移交回重庆，帮助重庆班列整体

上量。

相互“帮衬”，让中欧班列（成渝）保持

了稳定运行。今年1—4月，中欧班列（成

渝）开行1915列、同比增长73.5%，运输箱

量15.7万标箱，各项数据持续保持全国第

一。

故事②
海关事务如何跨区通办海关事务如何跨区通办

电子口岸卡，具有网上报关、结付汇核

销、出口退税、网上支付等功能，是外贸企

业必备的工具。

根据规定，这张卡不能跨关区使用。

比如贵阳海关的电子口岸卡，无法申报在

昆明海关的业务。

不过，在川渝两地，完全不会有这样的

尴尬。

2021年9月，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

重庆分中心、成都分中心，建设银行四川省

分行、重庆市分行四方共同签署“关银一

KEY通”川渝一体化合作备忘录。随后，

重庆、成都海关通过数据分中心系统互通，

在全国首次实现了“电子口岸卡”业务跨关

区通办。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称，川渝两地共

有2000余家企业有办理跨区域进出口业

务的需求。这项新举措实施以来，川渝两

地已设置37个受理点，服务企业7000余

家次，累计办理业务逾万次，办理时长压缩

2/3。

“‘关银一KEY通’川渝一体化合作，

是探索建设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

区的重要创新案例。”市商务委自贸区制度

创新处处长王欣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明确，要建设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

放示范区。在王欣看来，作为全国首个跨

省域的自贸试验区合作平台，川渝自贸试

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是推动川渝两地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的重要载体。

2020年下半年，示范区建设启动。几

年来，双方按照立足现有区域、纵深推进多

层次多维度协同开放的思路，着力强化目

标、领域、政策、产业、机制和时序协同，形

成共推“一体化”、共下“一盘棋”的自贸试

验区协同开放局面。

比如，在领域协同方面，川渝两地自贸

试验区围绕市场需求，聚焦数字经济等重

点领域，主动开展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

目前，双方已签署了“1+9”项大数据协同

发展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数字基建、共建共

享共用中新数据通道等9方面重点工作，

合力打造数字产业高地。

再如，在时序协同方面，双方从能做的

先做起来、动起来，逐步探索重庆联动创新

区与四川协同改革先行区“双区联动”新模

式，以打造川渝协同开放新样板，共享自贸

改革红利。

这样的创新成果还有不少。今年5

月，第五届西洽会期间的自贸试验区高质

量发展论坛上，发布了包括“关银一KEY

通”在内的8个“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

开放示范区”创新案例。

“目前，川渝两地已经起草了关于川渝

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的三年行动方

案。这一方案也将成为两地后续推进示范

区建设的重要纲要。”王欣透露。

故事③
龙泉驿有个果园港无水港龙泉驿有个果园港无水港

成都龙泉驿，川渝两地最著名的汽车

产业集聚区之一。从2022年1月起，这里

多了一块功能区域：重庆果园港无水港。

所谓无水港，是指非港口地区建立的

具有报关、报检、签发提单等港口服务功能

的物流服务平台，其所在区域内的企业通

过无水港进出口货物，享受港口相关优惠

政策。

位于龙泉驿的这个无水港，为啥前面

有果园港三个字？

原来，这里不仅可以进出口货物，还能

享受果园港的各种政策优惠。换句话说，

它就是重庆果园港的“分支机构”。

一般来说，一个港口设立无水港，会选

择距离较远的区域，这样更能充分体现其

价值。而龙泉驿和果园港距离仅300多公

里，果园港为何要在这里设立无水港？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果园港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多式联运港

口，一直与上游地区多个港口有联动，四川

宜宾、泸州等港口都有大量货物在果园港

中转。同时，龙泉驿也有大量货物从果园

港转运而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后，果

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与成都经开区商讨，能

否以汽车产业为基础，依托果园港国家物

流枢纽、中国西部汽车物流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共同探索推进长江港口功能延伸和

川渝两地通关便利化？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龙泉驿设立果

园港无水港，由此萌生。

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商务部

部长胡斌回忆，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双方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来往了六七次，商讨了很

多细节。

2021 年 9月，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确定共同建设无水港，通过商品车物

流、水公铁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促进两地

港口整合资源，共同助力整个西部地区对

外开放。

目前，从运行效果上来看，该无水港已

经达到预期。

“通过这个无水港，从成都经开区经果

园港公水联运至上海的集装箱货物，时间

可以节约8天，货物周转率可以提升40%，

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10%以上。”胡斌说，

运行一年，通过该无水港运输的货物已突

破1000集装箱标箱。

故事④
川渝联合招商为哪般川渝联合招商为哪般

今年4月26日，深圳迎来了一支特别

的团队——川渝两地联合招商团队。

为啥说特殊？

招商，一直是区域竞争最激烈的环节

之一。重庆和四川区位相近、产业相似，竞

争不可避免。但就是这样本该激烈竞争的

两个区域，却选择联合招商，自然让人不

解。

然而，这并非川渝两地首次联合招商。

2021年6月，川渝两地在上海联合举

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推介

会”。现场，重庆和四川立足川渝两地，以

“双城记”概念，向各方抛出“橄榄枝”。

重庆市招商投资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前，川渝两地招商竞争大于合作，引进企

业、项目，基本都是“互相盯着”，唯恐自己

落了下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改变了这样

的状况。川渝两地招商部门认识到，应该

打破过去“单打独斗、你拼我抢”的做法，形

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无疑，川

渝抱团出击、相向而行，有利于提升两地整

体的招商引资吸引力。

按照这样的思路，川渝两地决定联合

举行推介会。

川渝联合招商，收效明显：首次联合招

商，吸引了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百

余家知名企业、商协会和机构莅临参会，其

中应邀参会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

国民营500强企业达37家；第二次联合招

商，来自美国、韩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多家知名企业、商协会及机构参会。

同时，两地招商部门还与香港中华工

商总会、上海产业合作促进中心等商协会

组织，在产业园合作、代理招商及信息共享

等方面建立了常态联系机制。

联合招商，只是川渝两地在招商领域

加速协同合作的载体之一。四川省经济

合作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3月，双方

达成新的合作共识：两地围绕五大方面开

展协同招商，包括重点产业分析研究基础

工作、协同招商品牌和平台共用、产业链

招商和招商资源整合、招商信息共享和营

商环境共优、协同招商机制建设，进一步

整合两地优势资源，培育壮大区域主导产

业，在携手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上实现更

大突破。

据《重庆日报》

跨省开放 川渝打造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典范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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