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驶过朝天门长江大桥，来到码头对岸正在
建设中的两江新区中央商务区。作为长江上游惟一
的中央商务区，这里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地拆迁整治、
市政道路和综合管网、重庆大剧院和重庆科技馆等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文化设施的建设，30 多家来自
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和总部机构已经开始入驻，一
个国际化的金融核心区初见端倪。

不远处的鱼复工业园里，一个规划面积 103 公顷
的两江国际汽车城正迅速崛起。按照规划，两江国际
汽车城将成为一个以微车为主、中高档轿车为辅，以
新能源汽车为特色的全球最大微型汽车生产基地，
以及西部最大乘用车生产基地，最终具备年产 220 万
辆整车、300 万台发动机和汽车全系列配套零部件的
能力。

汽车产业只是两江新区核心产业体系中的一部
分。近年来，两江新区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打造“333”
产业体系，即汽车、电子信息、云计算等 3 大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规模性产业；通用航空、高端装备、生物医
药等 3 大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成长性产业；现代物流、
现代金融、文化等 3 大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服务性产
业。此外，在产业布局上，两江新区根据“1 心 4 带”的
战略空间布局，通过金融商务中心、都市功能产业
带、高新技术产业带、物流加工产业带、先进制造产
业带，科学布局核心产业来推动产业发展升级，推进
产业集群发展。

在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两江新区按照
产城同步、产业融合的原则，集制造园、配套产业园、
家园、物流园、生态园“五园合一”，为产业入驻搭建
了优质的承接载体。记者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
看到，该园区在打造覆盖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产业
的同时积极配套家园、生态园，园区内 410 万平方米
的保障性住房已全面开建，近 7 万平方米的云顶山公
园、建设中的万寿山公园以及近 6 万平方米的云计算
广场，为园区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

以城布局，优势产业不断聚集。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落户两江新区项目 967 个，合同投资额 4810 亿
元。在汽车、电子信息、云计算、装备制造、航空、医药
和金融、物流等重点产业都有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
五大产业集群初步成形。

以城聚产——

智汇江北嘴

自2010年6月18日成立以来，两江

新区按照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要求，

探索新区绿色生态发展新路，实现了产

业与绿化同步，生态与经济共赢的绿色

崛起，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

市 委 书 记 孙 政 才 在 两 江 新 区 调 研 时

强 调 要 加 快 建 成 现 代 产 业 基 地 和 现

代都市新区。既要坚定不移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坚持现代产业、高端产业

的发展方向不动摇，加快打造现代制

造 业 高 地 ，也 要 按 照 集 约 、智 能 、绿

色、低碳的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产城融合，真正把两江新区建成

现 代 产 业 与 现 代 城 市 有 机 融 合 的 现

代都市新区。

产城融合是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

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

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

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

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状态。两

江新区作为内陆第 1 个国家开放开发

新区，成立之初便以科学生态为导向，

确立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是走向现

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两江新区的产业和城市能够得到

有机融合，既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的作

用，也有宽松政策环境的因素，但主要

还是得益于其在现代化上找到了共同

着力点。城市现代化为产业现代化提供

发展载体与空间，而产业现代化则加速

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走进两江新区，便捷宽阔的公路干道，
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密
密麻麻的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散发着现代化
新城的气息。

一半山水一半城。在水域、山地和生态
面积占去近一半的新区里，一个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优美宜居的“生态两江”绚丽夺
目，总规模近 6000 亩的两江新区龙湾中央
城市森林公园、九曲河湿地森林公园、蔡家
中央森林公园 3 大城市森林公园里，山花烂
漫、绿树成荫，让两江新区实现了生产、生

活、生态 3 大空间的协调，向山水中的宜居
新区、森林中的产业新城又迈进了一步。

今年春节前，两江新区重要基础设施项
目重庆中央公园正式开园，这是继纽约中央
公园、伦敦海德公园、上海浦东世纪公园之
后，全球第 4 个城市中央公园，同时也是西
部最大的开放式城市中央公园，拥有 2.4 万
平方米广场音乐喷泉、200 亩阳光草坪。值
得一提的是，新区所建公园位于寸土寸金的
城市黄金地段，这体现了两江新区以民为
本的开发建设理念。

两江新区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发展循环
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避免走开发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有效规划和保护区内山脉、河流、湿地等天
然生态屏障，以江北嘴、悦来、礼嘉、龙盛 4
个城市中心区为重点，促进产城融合、文化
繁荣、生态宜居、社会和谐，建设具有鲜明特
色的现代都市核心区。

两江新区以“智慧+自然”为城市开发
建设理念，现已实施悦来国家绿色低碳生态
城区示范、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江水源热泵集

中供冷供热示范、水土片区可再生能源集中
连片全国示范项目；开展了数字城管、保税
物流便捷通关、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道等大
量智慧城市相关工作。

两江新区规划展馆的巨型沙盘上，新
区的生态发展布局一目了然。根据“江山叠
翠，绿网融城”的规划理念和“一带、四楔、
十廊、百园、绿网”的空间布局，两江新区在
未来 10 年将实施外围四山森林屏障工程、
森林植被景观提升工程、横向森林廊道建
设工程、森林生态休闲游憩区建设工程、两
江滨江景观带建设工程、城市绿化空间建
设工程和城市森林绿网建设工程。到 2015
年，两江新区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到 45%
以上，城郊森林覆盖率达到 55%以上，绿地
率达到 40%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生态格局正
加速形成。

生态宜居——

一 半 山 水 一 半 城

生活在诗情画意般的城镇，步行三
五分钟就可到达工作岗位；产业园区内，
超市、公园、医院一应俱全⋯⋯随着统筹
城乡发展向纵深推进，两江新区“产城一
体”的发展路径也逐渐清晰，百姓安居乐
业的梦想在这里逐步成为现实。

汽车沿着双向8车道的两江大道往
东行驶，道路两旁大树林立。在大道尽头，
就是位于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的“和合家
园”安置房小区。“和合家园”是两江新区
为“农转城”人员量身定做的安置房，小区
占地约780亩，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
米，住房1.49万套，可供2.5万人居住。

在小区门口，记者碰上正在散步的
余国义。今年48岁的他原本是龙兴镇寨
子村的农民，一家人以种粮为生。去年 7

月，他一家5口人搬进了“和合家园”，住
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房子。和余国义一
样入住“和合家园”的，一共有1.5万名当
地的“农转城”居民。为确保“农转城”人员
失地不失业，龙兴开发区管委会通过协
商，让入驻企业承诺，拿出其中的15%的
就业岗位来聘用当地农转城人员。同时，
通过开发拉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满足
了部分人员就业需要。

“和合家园”只是两江新区产城融合
推进城乡统筹的一个缩影。在统筹城乡发
展的道路上，两江新区始终不渝地坚持实
施大开放主战略、新型工业化核心战略、
新型城镇化基础战略，坚持产业和城市同
步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
以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推动产业的优化

升级，积极推动产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
展。如今，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拓展，城市功
能日益完善，两江新区已经形成了产城融
合、城乡一体化的良好发展格局。

据了解，两江新区在开发开放的过
程中，将公租房选址建设靠近产业聚集
区，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转业”成为
市民和产业人才，打造了一条符合自身
特点并有示范价值的产城融合推进城乡
统筹之路。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高素质
产业人才对新区发展意义重大，公租房
建设不但解决了产业人才的安居问题，
而且也极大降低了企业社会发展成本，
公租房建设正成为新区吸引国内外企业
落户两江新区的重要优势。

以产兴城——

安 居 乐 业 享 和 谐

现 代 化 路 上 新 探 索
□ 冉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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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江 激 荡 处 产 城 共 相 融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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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新区是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 2

个十年的重要时刻，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国家在内陆地区设立的第1个国家级开

发开放新区，担负着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的先行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

心和创新中心的重要任务，在推动西部大开

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成立近 3 年来，重庆两江新区始终坚持

开发开放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保持了增速

高、质量好、可持续强等特点，经济总量年均

增长 20%以上，2012 年 GDP 近 1500 亿元。同

时，对外开放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

升，载体不断丰富，环境不断优化，在区域经

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功能定位日益凸显。

目前我国开放正处在向广大内陆地区

纵深推进的重要阶段，两江新区的开发开放

已经逐渐成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发展的新

增长极。它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和先行先试正

在探索一条全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为

内陆地区的开放模式、国际竞争力提升和区

域协调发展趟出发展新路。

从发展前景看，两江新区适逢国家优先

推进西部大开发、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全球产业

转移、国务院 3 号文件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多重发展机遇，而且两江

新区的基础设施、开放平台和产业集聚等都

有了相当的基础，发展潜力巨大。

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验看，进入工业

化中后期的经济发展路径一般要经历集聚

—扩散的发展历程。所谓集聚是指资源、要

素由边缘区向中心区集中，所谓扩散是指资

源、要素由中心区向边缘区转移释放。对于

两江新区，集聚效应强于扩散效应。

在打造开放高地，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

体系的过程中，两江新区除了要在产城融

合、城乡统筹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

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构建起现代产业与

现代城市有机融合的现代都市新区外，一方

面应广泛集聚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融入全

球产业体系，实现从优势要素、高端产业的

集聚向内陆地区研发转化高地、自主创新高

地和生态宜居高地的构建转变；另一方面，

要加大区域内部城区、园区之间的统筹协

调，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机制，促进生产

要素在各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区域内部

的协调和外部的共生。

集 区 域 资 源 筑 开 放 高 地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隔江相望，一个规划面积 1200 平方公

里的现代化新型城区正在两江之滨迅速崛起——

大 事 记
2010年6月18日
重庆两江新区挂牌成立。我国第三个、

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正式诞生，
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总体布局全面推至内陆
腹地。

2011年1月24日
长安汽车鱼嘴千亿汽车城在鱼复工业园

区隆重奠基，标志着世界级汽车工业基地正
式启动。

2011年3月16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公布，提出“推进重庆两江新区开发
开放”，两江新区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更
加凸显。

2011年9月6日
中韩两国政府签署《共建中韩产业园谅

解备忘录》，将在两江新区共建中韩产业园。
这是继中新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天津中新
生态城之后，中国政府再次与外国政府在中
国合作共建的产业园区。

2012年2月16日
两江新区2012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百日会战”动员大会召开，在两江新区
1200平方公里范围内，全年将实施重点项目
106项，总投资1810亿元，计划完成年度投
资415亿元。

2012年12月18日
跨国飞机巨头瑞士皮拉图斯中国总部暨

生产基地、维修基地、总装交付中心在两江新
区航空产业城奠基、揭牌，并赢得了国家体育
总局的首批订单。

2012年12月21日
总投资328亿元的京东方重庆“第8.5代

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正式落户
两江新区，双方将合作建设国内最先进的液
晶面板生产线。

2013年4月24日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携手重庆机电

控股（集团）布局两江新区，打造高低压电气
设备制造基地，至此，两江新区世界500强企
业达120家，是两江新区成立之初的2倍多，
占重庆的一半。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整理)

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汽车制造厂。

现代化小区配备了不少社区健身器材。

重庆轻轨交通。

图为渝北区碧津公园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