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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十三五”规划》正式出台
  重庆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   文、图/本刊记者   曾睿

《重庆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十三五”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正式出台，根据规划，重庆将在2020年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新格局。在1月17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廖红军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重庆向外”已有雄厚基础

据记者了解，《规划》中首先对近年来重庆在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回顾与总结，明确了在

“十三五”期间重庆继续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所具有的资源

优势。《规划》中提到：“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重庆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

长江经济带建设，深入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大力推

进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大产业和大环境建设，形成

水、空、铁三大交通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三个三

合一”的内陆开放特征，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外贸

进出口年均增长43.3%，达到744.8亿美元；服务贸易额增长近

4倍，达到17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每年均保持在100亿美元

以上，世界500强企业累计落户262家；实际利用内资累计超

过32000亿元，较“十一五”时期增长4.7倍；2015年对外实际

投资超过14亿美元，是2010年的3.6倍。2015年11月7日，正式

启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对重庆的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规划》中还尤其提到作为重庆对外开放最重要标志的

“渝新欧”铁路班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开放大通道进一步

完善。“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双向运行常态化，成为

中欧陆上贸易主通道。团结村铁路物流基地成为我国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七大优势

《规划》中认为，未来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总体将面

临七大机遇及优势：一是国家开放战略加快实施。我国积极

参与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国际多双边合

作不断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

西部大开发进一步深入，有利于我市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和对

外开放新格局，在更大范围扩大开放、深化协作、配置资源。

二是重庆的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中央明确提出重庆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

而重要的作用。三是全市五大功能区域协调发展，拓展开放新

空间。五大功能区域差异发展、特色发展、协调发展、联动发

展的巨大潜力不断释放，有利于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区域间

交流整合。四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赋予重

庆内陆开放重大战略机遇。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中国与新加

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将进一步凸显重庆开放

的区位优势，提升中心枢纽和集聚辐射功能，为重庆推进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五是中国（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设立为进一步释放开放制度红利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从制度上接轨国

际投资贸易新规则，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能级，推动区域

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六是各类开放创新试点，增添开

放新动力。重庆先后获批贸易多元化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两江新区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两江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有

利于体制机制和运营模式创新，加快培育新的开放增长点。七

是开放工作机制进一步优化。市委、市政府组建市商务委，顺

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和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定

位，有利于统筹对上对下联系，综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我市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进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提高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目标任务

在此基础上，《规划》对我市“十三五”期间内陆高地建

设的目标任务进行了全面提升，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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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认为，可以概括为“构建内陆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

平台‘新功能’、完善互联互通‘新体系’、培育内陆开放型经

济‘新优势’、推动城市国际化再上‘新台阶’、形成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机制’”。他介绍，“十三五”期间重庆将继续以五

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引领全域开放发展，统筹资源配置，构

建开放产业体系，完善开放平台布局，推动区域开放合作，拓

展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广度，促进全市全域开放。同时，高标

准实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围绕现代互

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充分发挥项目运营中心作用和集聚

辐射功能。将完善“三个三合一”开放平台体系，加强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建设，实现对外开放基础性平台提档升级。还将

优化提升各级开发区开放功能，推动各级各类开放区域、各类

口岸差异化发展，实现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整体功能最大化；并

积极推进国家自贸试验区建设战略部署，加快复制推广已有

成功经验，推动内陆开放制度创新，建设好中国（重庆）自由

贸易试验区，形成“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重庆贯通融合

的格局。

《规划》中还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定性目标：即全面

建成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而重要作用

的内陆开放高地；以及16项定量指标，包括货物贸易进出口突

破6000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进出口达到500亿美元、国际物

流量超过1500万吨、国际航线达到100条等。

重庆外贸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近两年，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重

庆外贸形势也并不乐观。廖红军认为，《规划》对重庆外贸进

出口未来发展的基本判断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因为重

庆进出口的降幅在收窄，从20%控制到10%以内，同时重庆外贸

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进出口量占比达80%。总部贸易和转

口贸易开始放量。服务贸易连续数年增幅20%以上。因此，重

庆对未来外贸进出口形势充满信心。为此，重庆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将在多个方面实现新突破，为海内外商家提供新商机。

廖红军举例，重庆将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包括口岸经

济发展、货物贸易升级、服务贸易发展、加强招商引资和“走

出去”；又如，重庆将提升开放平台新功能，包括促进各级各

类开发区开放发展、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等。

在回答本刊记者“‘渝新欧’货运班列在‘十三五’期间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中的作用”，和关于重庆外向型经济专

业人才的来源等问题时，廖红军还特别强调：在“十三五”期

间无论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还是商贸服务业发展，有中欧陆

上贸易主通道之称的“渝新欧”货运班列都将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同时，重庆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

的人才缺口，扩大外向型经济人才来源，这也是在“十三五”

期间将重点解决的问题。

2017年春节期间重庆一家
跨境电商企业在某酒店举办
的内购特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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