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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 经济社会民生走在前列

2013年，渝北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核心稳定、民生持续改善。

2013 年重庆渝北区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标志着渝北经济社

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过去一年，渝北区全力抓好“稳增

长、调结构、惠民生、保稳定”各方面工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08 亿元，增长 14%；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 2550 亿元、增长

37%；商品销售总额实现 885 亿元、增长 21.8%，社零总额实现 390

亿元、增长 1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40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2730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0600 元⋯⋯多项指标

均位居全市前列。

渝北人以“低调务实、少说多干，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作风与

精神，实现了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工商贸服务业提速提质。工业总产值达到 2610 亿元、增长

39%，新发展市场主体 11168 个，新增“两化”融合试点企业 30 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6 家，注册商标 1976 个、专利授权 2917 件，2013

年在经济日报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自主创新年会上被评为“中国最具产业

创新活力城区”；新引进台湾新光三越、步步高等知名商贸企业 10 家、

国际品牌 22 个；引进总部型企业、金融机构 34 家，金融业增加值 66.5

亿元、增长 20%；会议展览、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旅游休闲等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

——城市开发开放更加优化。开展了 19 个城市片区控规、镇村规

划编制，推进 31 个重点项目开工，深入实施环保“五大行动”，城区空

气质量 （AQI） 优质天数 222 天，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城市形象进一

步提升，全国文明城区建设成果进一步巩固；新引进香港置地、北京凌

讯、小康总部、山东航空、中航国际等 68 个重大项目和知名企业，招

商引资到位内资 300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23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实现

230亿美元、增长 110%。

——社会民生平安持续改善。一批城区学校和农村标准化学校

建成投用，举办了一系列文化下乡活动，建成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33

个，改扩建镇中心医院 2 个，建成村卫生室 60 个；完成就业创业培

训 2.2 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 5.2 万人；发放医疗救助资金 2560 万

元、惠及 17 万人次；3.4 万人享受计生奖励扶助；全面完成高山生态

扶贫搬迁、地灾避险搬迁、农村危旧房和“三无”老旧住宅电梯改

造等民生实事的年度任务；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扎实抓好安全稳定

工作，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荣获“全国平安建设先

进区”称号。

去年，渝北区各项事业走在了全市改革发展前列，取得了来之不易

的成绩，为率先发展、走在前列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率先发展 创新创业创优奋勇争先

渝北区的抱负和梦想，即建设临空都市区，带动城乡协调发展，实

现渝北从江北县、一般城区、主城边区到中心城区的跨越。

2014 年，渝北区提出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革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扩大开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着力体

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着力制度建设，保障和改善民

生，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

和谐稳定。

具体而言，一要坚持以增量带动结构优化，以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形成汽车、电子、装备“三足鼎立”的局面，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基

地，充分发挥临空的区域优势，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大力提升现

代服务业，使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二是要继续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要素；建立分离和融合双机制，探索将企业

研发机构从企业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法人实体，从成本中心变为

利润中心；鼓励这些企业向产业链的关联企业提供服务和参与国际合

作，以提高产业集聚竞争力和创新的起点，以创新驱动渝北成为创新型

城区。三是大力倡导创业之风，出台鼓励政策，大力支持大学生、农

民、科研人员等自主创业；鼓励发展集初创企业、创业投资公司于一体

的创业孵化基地，积极引进创投基金、私募基金到创业基地落户，形成

实体项目与各类基金融合发展的生态链，成为内陆地区创业的绝佳基

地。

内涵增长引领经济跨越发展，“三创”协力推动渝北率先发展。要

加快、率先发展，不仅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百姓创业，更需要以

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的作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建设融智、融

商的开发高地。

“三创”涉及经济动力，关乎民生根本，既是率先发展、创新发

展的外在形式，又是渝北从一般工业大区向“临空都市区”迈进的

内生动力。

特色发展 阔步迈向“临空都市区”

临空是一种资源和优势。

如何加快建设临空都市区，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落

实。

首先，要有一个总体的规划，要形成一个较为详细的总体的规划，

规划布局要体现“全域空港化、空港功能化、功能高端化”的“三化”

要求。

其次，渝北初步设想的功能分区包括：（1） 临空制造分区，通过招

商引资，有针对性地引进面向全球市场、产品附加值高、更新换代快、

物流成本不敏感、适合航空物流运输的产业，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2） 临空商务分区，渝北将大力发展精品购物、休闲娱

乐、国际商务等业态，充分利用落地免签的政策，规划建设国际商务酒

店、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和高档住宅；（3） 临空物流分区，同步布局保

税物流区和非保税物流区，推进机场航空物流园建设，完善仓储配送、

分拨转运等功能，发展电子信息等高附加值产品物流、国际货物中转、

区域快递分拨、货运代理、保税物流等围绕航空运输产业链前端和后端

的现代物流业；（4） 临空会展分区，充分发挥重庆国博中心独特优势，

培育会展品牌、筹办全球性展会，大力发展餐饮住宿、商贸商务等关联

产业；（5） 配套社会设施，统筹布局教育、医疗、交通、体育、文化等

配套设施。

再次，突出重点，充分利用三大支撑的平台：第一大支撑的平台是

从机场到“三龙”地区长约 20 公里、纵深宽度约 3 公里，达 60 平方公

里的一个黄金地段，将其打造成临空创新经济走廊，并可以承载高端制

造，高端商务，高端研究开发机构的平台。第二大支撑平台，渝北正在

打造的国际大数据谷要聚集一大批国际跨国公司，布局大的数据增值服

务。第三大支撑平台，利用保税港区发展保税这方面的物流、加工以及

维修和分布中心等等，从而促使渝北整个临空都市区的发展重点更加突

出。

最后，临空都市区的建设还要强化带动农村板块发展。渝北将

启动两条重要的基础设施干道，一是南北大道，从保税港区到兴隆

镇有 8、9 公里长度的大道，带动北部地区发展；二是从龙兴工业园

区，经过石船再到统景这条大道，可以带动渝北工业园区和旅游区

的发展。

以人为导向，建设临空都市区，必能使渝北成为重庆乃至内陆地区

的对外窗口，让渝北人民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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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速度经济的时代，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无疑永远都是最为重要的发展品质。从“三千年巴国、八百年重庆”的历史深处走来，2014

年，作为两江新区核心区及重庆内陆开放门户的渝北区，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努力走在全市改革发展的前列”的期望和抢抓都市功能拓展区战略机遇的引

领下，顺应世界潮流，立足自身优势，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提出了以人为导向，加快构建临空产业集群，全力规划建设“临空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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