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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探索与实践
——以涪陵区为例

洪业应

（重庆市涪陵区行政学院，重庆 409000）
摘 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基于“两个大局”，着眼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三重逻辑

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成逻辑，即历史逻辑是其形成的必然性，理论逻辑是其形成的合理性，实践逻辑是其形成的可行

性。涪陵区作为西部地区一个重要节点城市，要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要找准涪陵区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

位置，分析其优势和短板，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即：一是要发挥自身优势，将制造业作为提升融入“双循环”的关键着力点；二

是要抓发展机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融入“双循环”的关键节点；三是要优化功能布局，以“一城三区两带”协调发展

作为融入“双循环”的主要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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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 Dual-circulation "：

Take Fuli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HONG Yeying

(Fuling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Chongqing，Chongqing 409000,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major strategy determin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 The three-
folded logic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namely，historical logic forming the natural causes of
this strategy，theoretical logic ensuring its rationality，and the practical logic defining its feasibility. As a hub in the west⁃
ern region in China，Fuling district requires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ual-circulation" pattern，for which a targeted posi⁃
tioning of Fuling district in the big national-development picture and precise analysis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the
key focuses. That is to say，Fuling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strengths by levering the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the one hand；and on the other hand，i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developing opportuni⁃
ties b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city economic zone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to fuel the development
of "dual-circulation" pattern. Furthermore，functional layout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in one
city，three districts，and two zones to drive the progress of the "dual-circulation" pattern.
Keywords：deep integration；"dual-circulation"；new development pattern；generation logic；Fuling District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党中央提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后，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等对此

产生了重大反响，有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提出就是为了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甚至有人认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一些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等境

况，而需要出台一个临时性的举措来应对等等认

识。据此，如何完整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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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逻辑？如何推进地方政府深度融入“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等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指导意义。本研究是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

的战略支点城市涪陵区为研究区域，涪陵区在重庆

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具有“彰显‘三个重要’①

的百万人口战略支点城市”定位，因此，选取涪陵区

为例开展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典型性和重要性。本

研究旨在为西部地区甚至全国具有相似背景的区

域如何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

参考。

一、三重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成

逻辑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

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三重

逻辑来推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即回

答党中央现在要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缘由。

（一）历史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必然性

分析

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以史为镜，鉴往知来，

应具备历史的大视野，即要读懂历史的大逻辑。可

见，我们需要以历史的逻辑来分析党中央提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必然性。因此，本部分主

要从改革开放史来阐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

的必然性，即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内需潜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据我国对

外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在改革开

放以来的变化趋势（图 1）。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事

实上已走上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本部分主要从四

个重要时间节点来加以分析，具体如下：

从改革开放前来看，我国进出口依存度主要在

5%以内，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10%以内，这表明我国

是以国内循环为主。究其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等方面封锁，我国

实际上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一种经济循环特征。

从改革开放后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

对提升我国经济体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

其是我国在 2001—2008年间外贸出口呈现大幅度

增长，平均增幅在 20%以上。之所以我国对外贸易

依存度呈现高速增长（即达 10%以上）态势，这主要

是由于我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所产生的结

果，即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

换句话说，这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循环特

征。2001年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无论是

出口依存度还是进口依存度都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并在 2006年达到峰值，即达 30%以上；之后呈现急

速回落状态，而这主要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

导致国际市场不景气，即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此

外，就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国家来说，依靠外需不是

长久之计，会更加注重内需发展的重要性，而注重

激发内需潜力，加大开拓国内市场。

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分水岭，特别

是 2012年之后持续缓慢回落，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市

场波动性较大，不利于国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由外需向内需主

图1 1978—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趋势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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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转变，并逐渐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时代面临的

新格局、新挑战、新规律和新使命，提出了一系列以

内需拉动（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等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以国内市场为主导、国际

市场为辅的一种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

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对外市

场开拓相对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开拓相对不足。党

中央之所以现在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其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变”，即外部环境重大变化。如供给

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

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导致中国国际经济循环面

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面临被动

局面。另一方面是“不变”，即国内经济基本盘没有

变。但与此同时，我国国内也存在相对突出的结构

性问题，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现象相对

突出。这就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

个环节的堵点，促进各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

效率和公平实现有机统一。

（二）理论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合理性

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生亦有着丰富的理

论资源。具体如下：

1.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循环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循环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循环理论认为，生产与

消费、分配、交换的相互关系是经济循环的基础，消

费是生产的目标和新的起点。国内经济大循环的

出发点在于满足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国

家通过国内市场体系和国内分工体系为媒介，实现

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循环

顺畅，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出

发点在于满足国际需求，国家主要通过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等手段（方式），根据比较优势，在更高水

平、更宽领域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促进各生产

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

循环的顺畅，关键在于打通社会再生产中的痛点和

堵点，这就要求破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实现

有效供给与现实需求有机协调。这就回答了党中

央为何要反复强调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

立足扩大内需的理论依据。进一步来说，这就需要

党中央从国家制度和顶层设计来实施一种经济发

展战略的指导方针政策。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循环理论。

2.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认为，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互促

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其属于生产关系领域内容。

生产关系的调整受制于生产力的现实条件，中国的

发展战略究竟是“以外促内”，还是“以内促外”？这

要根据我国分工体系和技术发展的阶段和需要来

判断，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进步、是否有利于综

合国力提升和是否有利于国民福利改进的“三个有

利于”为标准。当前，我国在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

民族主义兴起的大变革时代，“两头在外”的外向型

发展战略不仅不利于“三个有利于”发展，反而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据此，生产关系

的调整不仅体现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社会

再生产环节的改革和完善，而且还体现在基本经济

制度的完善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方面。因此，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矛盾运动规律。

（三）实践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可行性

分析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理论依据不

仅具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更具有坚实的实践基

础。具体如下：

1.“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可行性分析

从供给层面来看，一方面，目前中国是世界上

唯一全部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包括 41个大类，

191个中类，525个工业小类的国家。这说明，目前

我国已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和规模最大的工业

体系，如 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的近

30%；世界 500多种工业品当中，中国有 220多种工

业品产量全球第一。另一方面，中国拥有雄厚的人

力资本积累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如

2019年底，我国有 1.23亿户市场主体和 1.7亿多受

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这为中国

创新注入了自我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源。

从需求层面来看，一是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

需。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 60%，如城镇人

口每增加一名，不仅会带来城市消费需求广度的提

升，而且新增人口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

力度也相应会加大，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能力。二

是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我国不仅拥有 14亿人

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而且还拥有 4亿多中等收

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这无形中会带来

需求广度、层次等方面的提升。三是从汽车生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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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来看，201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

一，其销售量达到 2 567.9万辆，而 1978年我国汽车

销售量才 15万辆［1］。2019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2.61亿辆，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才 0.14辆，而美国是

人均 0.8辆，日本是人均 0.6辆，韩国是人均 0.38辆。

如果世界人均汽车拥有量按照人均 0.4辆来估算，

未来我国人均汽车拥有量有较大缺口，单从这一点

来看就会释放出较大的需求潜力。

2.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可行性分析

世界需要“中国”。一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

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重要

一环。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32.16万
亿元，比去年增长 1.9%。美国彭博社指出，“丰收的

一年也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支点的作用”［2］。
二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引述白皮书内容称，2013—2018年，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28.1%。另据

国际在线报道，没有“中国制造”的圣诞节，美国人

过节也过不好，美国圣诞饰品九成以上是中国

制造［3］。
中国离不开“世界”。一是中国永远需要“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这是历史经验，更是现实需求。

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钴、镍等矿产对外依存度和进

口集中度都很高。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仍然

很大。三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地球村”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姿态

谋求“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二、三个关键：涪陵加快融入“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实践路径

根据上述分析，要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融入“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就要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找准涪陵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找

准结合点和着力点，在融入和服务“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中展现涪陵作为、提供有力支撑。

（一）发挥自身优势，将制造业作为提升融入“双循

环”的关键着力点

作为重庆市工业强区，涪陵区有条件打造成重

庆先进制造业基地。

1.“十三五”时期涪陵区制造业发展基础好

“十三五”期间，作为重庆市制造业大区，涪陵

区通过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为抓手，深耕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成功打造市级数字化车间 32个、智能工厂 7
个，数量领跑全市各区县。

智能制造不断提升。“十三五”期间，涪陵区累

计完成 256个改造项目，技改投入占工业投资比重

提升到 40%以上，桐君阁药厂、华峰化工先后跻身

全市十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行列［4］。
突出发展数字经济。“十三五”期间，涪陵区加

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2020年（制造业

类）数字经济产业增长 10%以上。涪陵区国家级两

化融合贯标认证通过企业累计突破 10家，总数处于

全市第一梯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取得了初

步成效。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十三五”期间，涪陵区积

极推进页岩气等重点研发平台建设，形成“一个重

点企业一个研发平台，一个支柱产业多个研发中

心”的创新格局。“十三五”以来，涪陵区拥有重庆市

级科技型企业总数达到 895家；规上工业研发投入

增长 93%。涪陵区拥有国市级各类企业研发机构

77家（其中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级技术中心 1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41家，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达

到 78家；拥有 57个市级重大新产品。“专精特新”企

业27家。

2.发展路径

涪陵区制造业发展基础较好，是很多国内产业

循环的联结点。要聚焦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促进

“四链”③深度融合，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

定和竞争力为目标，完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布局，

实现供需良性互动、动态平衡，积极融入国内大

循环。

建设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一是以“四区”为

载体，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即涪陵新区重点发展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临港经济

区重点发展材料、消费品等临港制造业；白涛工业

区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培育壮大材料、清

洁能源等六大主导产业，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二是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

升工业发展平台。高水平建设涪陵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临港经济区和白涛工业区三个国家

级、市级产业开发区。推进各类重点开发区和工业

园区整合提升，着力形成“三区互动、三沿布局、三

产融合”的产业空间新格局。引导乡镇（街道）精准

定位，在集聚区内部和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合理布

局一批中小企业集聚区和特色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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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链强群，壮大传统优势产业。一是实施产业

链再造工程，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要分行业做

好产业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建立实施重点产业

链长制，补前端、强中端、延后端，全面推动全产业

链优化升级。增强产业链控制力，实施企业梯度成

长培育工程，培育壮大一批百亿级、五十亿级行业

龙头企业战略群组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中小

企业战略群体，加快培育一批高成长企业，支持企

业勇闯“无人区”，推动产业颠覆式创新、跳跃式发

展。如培育壮大消费品产业，打造中国酱腌菜产业

高地（榨菜等）。二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长江

上游现代中药高地和大健康产业集群。推动中医

药种植、研发、制造、流通全产业贯通，加大对临床

疗效明显、品牌基础好的重点产品进行二次开发，

全面推动中药配方颗粒和传统经典名方产品开发

和产业化。三是做强做优电子信息产业，积极发展

集成电路、先进智能终端产业。加快推进智能终

端。如加快笔电产业转型升级，攻坚突破5G终端设

备、基站系统、网络架构及智能传感器领域，重点发

展 5G终端设备基带芯片、通信模块、天线/射频等项

目，推进 5G产业链延伸。积极布局取得 5G基带芯

片授权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车载终端、工业控

制计算机等智能终端生产制造。加快发展智能白

电、厨房卫浴、影音娱乐、家用安防、能源管理、环境

控制等智能家居及可穿戴产品。

设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一是发

挥支柱产业基础优势。要加快调整优化产品结

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拓展产业链条，发展质

量效益高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构建千亿级材料

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特种金属材料、高分子合

成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材料第一大区”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合

成材料基地。发挥涪陵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引

领作用，加强页岩气综合开发利用，推进风能、

太阳能和新型电池等开发，建设国内重要的新

能源产业化基地，打造中国“气大庆”。二是加

快中医药全链条新药研发生产体系建设。要大

力发展医养结合产业和医疗器械、医疗包材产

业，建设现代中医药产业发展高地。加速集聚

集成电路等核心基础产业，打造具有较强区域

协同能力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三是深入实施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行动。要加快

工业设计和文化创意在消费品领域植入渗透，

大力培育健康食品、粮油加工、产业用纺织品、

智能家居等新兴链条，建设重要消费品工业

基地。

（二）抓发展机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融

入“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1.发展背景

2020年 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首

次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同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从中央提出到

出台规划纲要，中间只有九个多月，行动之快、力度

之大，足以体现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寄

予的深切厚望和殷殷重托。“成渝双城经济圈”实质

上是中国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动实

践［5］。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就要国家层面出台一个纲领性文件来指

导发展实践，因此，《规划纲要》应运而生。

2.发展要求

《规划纲要》从国家层面，对涪陵区带动“两群”

的功能作了定性，这意味着涪陵区成了成渝地区重

要的战略支点城市。重要战略支点城市最关键的

一点就是可以“独立成市”，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可

以有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文化体系和城市，可以

承担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使命。

强化涪陵对渝东北、渝东南带动功能。涪陵区

作为成渝地区东部门户城市，在重庆“一区两群”协

调发展中具有“彰显‘三个重要’①的百万人口战略

支点城市”定位，对辐射带动武陵山区、三峡库区等

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规划纲要》从国

家战略层面赋予了涪陵辐射带动“两群”的重大使

命，强化了涪陵区的战略支点作用，更有利于涪陵

区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担当更大使

命、实现更大作为。

发挥涪陵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引领作用。即

“推动页岩气滚动开发，建设天然气千亿立方米产

能基地，打造中国‘气大庆’”。涪陵区拥有典型的

优质海相页岩气，是全国首个千亿方级整装页岩气

田。《规划纲要》的出台，有利于满足川渝两地不断

增长的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对外依

存度、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节能减排、保障能源安

全，为我国页岩气产业开发综合利用提供可推广的

经验。

打造一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即

“鼓励涪陵、綦江、合川、资阳、遂宁、宜宾等创建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造一批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近几年，通过不断蓄势发展，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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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高新区产业发展目标明确，研发投入等创新指标

大幅提升，创新载体和展示功能不断完善，创建国

家高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目前已被列入科技部现

场考察计划。《规划纲要》的出台，为涪陵高新区成

功创建为国家高新区增添了砝码，涪陵区新型工业

化发展将迎来快速发展阶段。

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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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已明确提出要打造成渝地区区域性综

合交通物流枢纽，正逢《规划纲要》也赋予了涪陵区

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定位，为涪陵区早日实现该

目标有了更多的底气。通过涪陵港与果园港、万州

港共同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国际航运物流枢

纽为契机，加强港港合作，实现以大枢纽带动大物

流、建设大城市。

打造全球泡（榨）菜出口基地。涪陵区是中国

榨菜之乡、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榨菜），榨菜产

业链完备。涪陵榨菜已发展成为重庆市农村经济

中产销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辐射带动能力

最强的优势特色支柱产业。《规划纲要》提出“打造

全球泡（榨）菜出口基地”，有利于涪陵区携手眉山

等地，集聚优势资源，共同打造全球泡（榨）菜出口

基地和世界酱腌菜高地，协作研究酱腌菜国家标

准、泡菜国际标准，打造川渝产业合作典范，推动涪

陵榨菜打造全球榨菜之都。

3.发展路径

涪陵是重庆“一区”连接“两群”的重要节点，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性物流中心。因此，要提

升交通“互联互通”、打造涪陵临港经济区等方面做

文章，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提升交通互联互通水平。重庆市委、市政府明

确涪陵区要依托便捷通道优势，发挥对“两群”辐射

带动作用。涪陵区处在重庆“一区”连接“两群”的

节点上，构建完善的交通物流体系，可有效提高全

市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缓解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的交通中转压力和物流集散压力。

打造涪陵临港经济区。涪陵临港经济区作为

全市首个临港经济区，是集聚临港产业、促进开放

创新、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是涪陵优化城市

布局、塑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能级的战略支点。

涪陵临港经济区的发展壮大，将有利于充分发挥涪

陵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和产业优势。如发展现代物

流、材料等临港产业，可以缓解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的交通中转压力和物流集散压力，有效提高全市

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推进涪陵新材料产业发展。材料产业是重庆

市重要的支柱产业，而涪陵区新材料产业基础雄

厚，2019年全区新材料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504.4亿元，同比增长 14.1%，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31.7%，占全市材料产业总产值的 12.6%，位居全市

第二位。企业数量接近 100户，其中百亿级企业 2
户。涪陵区也朝着构建千亿级材料产业集群目标

迈进，努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材料产业

第一大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合成材料基地。做

大做强涪陵的先进钢铁材料、高端有色金属材料、

先进高分子合成材料，重庆在石墨烯材料、绿色新

型建筑材料等新兴新材料布局上向涪陵予以倾斜。

着力完善涪陵港口功能。涪陵是西部陆海新

通道辅枢纽，涪陵港是 5 000吨级船舶、万吨级船队

常年能够到达的长江上游最西端港口，发展壮大涪

陵港有助于推动区域发展差异化和资源利用最优

化。目前，涪陵港功能不完善，港口优势未得到充

分发挥，因此，要尽快推动涪陵港加快升格为国家

一类开放口岸，加快推动涪陵港进港铁路专用线，

支持涪陵港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三）优化功能布局，以“一城三区两带”协调发展作

为融入“双循环”的主要动力源

要通过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内布局，促进各类生

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打通经济循环堵点，

释放更多经济增长潜力，形成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

力源，从而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6］。因此，构建

城市发展格局、塑造战略竞争新优势。面向未来发

展，涪陵区从实际出发，必须大力促进“一城三区两

带”协调发展，使各功能区发展方向明确、目标清

晰、特色鲜明。

1.发展背景

2020年 12月，涪陵区委五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

了《涪陵区委关于制定涪陵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优化构建“一城三区两带”城市功能

布局［7］。
早在“十一五”时期，涪陵区实施“一城两区五

组团”建设。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城乡发展总体规

划（2015-2030年）》，到 2030年，涪陵城区人口将有

85万人，城市建设用地约 85平方公里，市级区域性

重大项目用地 7平方公里，形成“一城二区五组团”

的城市空间结构。“一城”指涪陵城区，“二区”指西

部新城区和东部老城区，“五组团”指江南组团、江

东组团、江北组团、李渡组团和龙桥组团。“十二五”

时期，构建“三区一城，幸福涪陵”。“三区”——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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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综合产业集聚区，即做强做优产业，加快建设

全市重要的综合产业基地；建成城市发展新区引领

区，即立足区位优势，打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的开放格局；建成区域性公共服务辐射区，即加快

建设区域性教育、医疗、应急中心，增强辐射带动能

力；“一城”——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大城

市，即加快建设新老城区融为一体、宜居宜业的现

代化大城市。2020年 12月，涪陵区委五届十次全会

提出，构建“一城三区两带”城市功能布局。

从“一城二区五组团”到“一城三区两带”，就是

需要新老城区协同发展，通过赋能提升“一城”和做

优做强“三区”，带动城乡协同发展。“一城三区两

带”的提出，其抓住了区域发展的牛鼻子！涪陵城

市的发展从“一城二区五组团”到“三区一城，幸福

涪陵”，再到“一城三区两带”，这是涪陵破解县域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动实践。“一城三区两带”

的空间经济学内涵，关键在于丰富和赋能提升、高

质量发展，通过统筹发展，有效激发县域内产业、人

口等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区域功能布局的优化是涪

陵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重庆“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明确各功能区发展

定位、主攻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城市综

合竞争力；有利于拓展城市空间，培育高质量发展

的增长极；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能级品

质活力［8］。面对全新的定位，涪陵区怎么办？为全

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彰显‘三个重要’的百

万人口战略支点城市”定位，紧扣未来发展需要等

背景下“一城三区两带”战略则应运而生。

2.发展要求

赋能提升“一城”。即其范围涵盖江南、江东、

江北城区。这里是涪陵城市的起源地，文化底蕴丰

厚、山水城市特征明显，是涪陵城市发展的灵魂所

在，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靓丽窗口。因此，要重点

围绕宜居宜游和高品质生活，推动城市有机更新、

品质提升，做好城景融合、文旅融合文章，充分彰显

内外兼修、形神兼美、兼收并蓄的城市品位，进一步

增强城市形象展示力和区域影响力，建设成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城景融合与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区［9］。
做优做强“三区”。即其涪陵新区、临港经济区

和白涛工业区。“三区”是推动涪陵高质量发展的主

战场、主阵地，是涪陵发挥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的

主要载体。因此，要努力打造综合实力强、产业结

构优、质量效益高、体制机制活、生态环境美的功

能区。

其一，涪陵新区。即其范围涵盖涪陵新城区、

高新区、综保区以及马鞍街道、李渡街道、义和街

道。这里发展基础较好，综合承载能力较强。要重

点发展高新产业，壮大新经济新业态，加快国家高

新区创建，高效运营综保区，推动环高校创新生态

圈、科技创新中心等载体建设，培育一批能够发挥

重要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新平台；积极探索融合

创新发展新路径，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突出城乡

融合、景城融合、产城融合，建设现代化城市、现代

化乡村。因此，要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融

合创新发展示范区和高新产业集聚区。

其二，临港经济区。即其辐射带动龙桥街道、

新妙镇、蔺市街道、石沱镇。这里拥有构建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和国际航运物流枢纽的铁公水多式联

运港——涪陵港，韵达西南物流基地建设，是集聚

临港产业、促进开放创新、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平

台，是优化城市布局、塑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能级

的战略支点，发展临港经济的理想之地。因此，要

重点突出互联互通、产城融合、城乡融合、文旅融

合，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临港产业集聚

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物流节点。

其三，白涛工业区。即其涵盖白涛园区、清溪

园区（白涛工业园区B区），涉及白涛街道、焦石镇，

是重庆市新材料产业和页岩气产业发展的核心区

块。这里水电气等生产要素齐备，铁公水物流较为

便捷，新材料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因此，要打

造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材料产业第一大

区”，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的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引领区。

另外，涪陵新区、临港经济区在长江两岸遥相

呼应，与江南、江东、江北城区融为一体，从而呈现

现代化大城市的美好图景。

统筹发展“两带”。即其沿江新型城镇连绵带

和坪上后山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带。坚持宜城则城、

宜农则农、宜游则游，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市民更向往。

其一，沿江新型城镇连绵带。这里与“一城三

区”相互交融，要发挥“一区三城”的带动作用，引导

人口、产业和城镇在沿江有序布局，形成城镇体系

结构合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连绵带。因

此，要聚焦城镇建设、产业培育、生态保护，完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更

大力度推进长江生态保护，推动城乡融合、产城融

合、景城融合，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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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展示带、主城都市区滨江特色城镇带。

其二，坪上、后山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带。即其

范围包括坪上、后山各有关乡镇，具备发展旅游产

业和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基础和条件。由于

坪上地区碉楼文化、庄园文化、农耕文化别具特色，

具有得天独厚的农旅融合发展优势；后山地区自然

风光秀丽，气候资源独特，景区景点众多，是打造度

假休闲旅游的重点区域，提升涪陵知名度、美誉度

的重要载体。因此，要聚焦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田

园，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和旅游产业，打造

重庆中心城区的“后花园”，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乡村振兴新样板和旅游发展新地标。

三、结语

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抉择，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涪陵作为西部地区一个重要

节点城市，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重

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构建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这

就需要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原

则，准涪陵区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充

分整合和利用各方面资源，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

动和高效聚集。

注释：

① “三个重要”是指涪陵是主城都市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区”连接“两群”的重要节点，在全市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② 图1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21）》整理所得。

③ “四链”是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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