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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和世界城市，着力提升城市影响力。

一是将智慧城市和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关键内容。改

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动力的培育关键在于宜居宜业环境的

改善、创新人才的集聚，要着力补齐5G基建、特高压、

城 际 高 铁 和 轨 道 交 通 、 新 能 源 汽 车 充 电 桩 、 大 数 据 中

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短板，依托自然人

文本底建设全域公园城市。

二是建设“重庆服务”品牌和标准。以国际交往、

国际消费、国际会展、国际金融、国际科创等为重点，

研究形成一批领先西部乃至全国的服务品牌和标准，扩

大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度。

三是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培育开展城市

国际化运营的市场主体，加强国家中心城市无形资产建

设和运营。

（六）努力成为西部地区最佳营商环境的城市

抢抓纳入世行中国营商环境样本城市的机遇，完善

高效运营环境。

一 是 加 快 构 建 以 市 场 主 体 为 导 向 的 审 批 和 监 管 环

境。世行评价体系囊括了各类市场主体从成立到无障碍

进入市场、获得资源并实现公平竞争发展壮大、乃至退

出市场的全过程，不仅要有规范、便利的制度规则体系

更要有高效的执行体验，要加快建立健全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政策制度落实监督机制、反馈机制、修正机制。

二 是 简 化 事 前 监 管 完 善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 从 调 查 来

看，重庆企业开办、审批许可等事前监管较之上海、北

京仍有较大差距，获得电力、纳税、跨境贸易、办理破

产、政府采购等时间和成本竞争力不强，事中事后效率

还可进一步提高。

三是聚焦“五通、四流、三链”吸引市场主体。加

快建成西部地区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综合成本

最低的营商环境高地，着力引入产业链头部企业、供应

链枢纽企业，价值链核心企业，成为西部领先的投资目

的地。

（七）大力服务走出去企业，提高走出去企业素质

一 是 促 进 对 外 投 资 和 对 外 贸 易 便 利 化 。 深 耕 东 南

亚，争取扩大贸易和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争取海关、

外事、信用保险、检验检疫等便利化试点，支持通过设

立海外股权投资基金、转移部分生产加工环节、国际兼

并收购与重组、对外承包工程、扩大出口等开展对外投

资和对外贸易。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

工业园区等形式，拓展国际产能合作。

二是培育发展专业化的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培训。

积 极 培 育 和 引 进 发 展 熟 悉 国 际 规 则 和 惯 例 的 财 务 、 税

收、法律等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开展公共培训服务，协

助“走出去”企业提高防范风险能力。

三是发挥国内外各类非政府组织作用，促进中外经

贸交流。鼓励设立对外合作各类行业协会，加强与国外

各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交流合作。

（八）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努力发挥好重庆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带动

作用。

一是统筹建立西部地区国内外协调机制。推动成渝

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共同举办“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发挥重庆

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带头作用，推动跨区域综合

运营平台实现“13+2”省（区、市）全覆盖。建立沿线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全面落实国际货运班列、

海运监管互认、信息共享、执法互助，建立健全跨境多式

联运标准、运量、运价、运力、安全等方面的协调机制。

二 是 构 建 口 岸 开 放 新 机 制 。 争 取 将 重 庆 铁 路 口 岸

正式开放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口岸开放项目，将重

庆铁路口岸确定为启运港。扩大重庆各类指定口岸、转

运口岸的数量和业务范围。争取组建中国铁路重庆局集

团有限公司，争取试点创新现行铁路统营、统运管理体

制，将货物编组功能下放到重庆、阿拉山口等主要结点

城市和口岸，从体制上保障这些城市和口岸的集货功能

作用。

三是争取国家给予更多政策支持。争取国家将重庆

设立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示范区。支

持重庆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修改国内立法实现物权化，

推动修改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实现国际规则突破。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重庆等西部地区铁路、公路、水运、

航 空 等 重 大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争 取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丝路基金、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央财政资金及地方

财政、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支持面向南亚、

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区域的产业合作、对外投资等。

设立财税专项补助资金，对航空物流、国际航线、铁路

运费、质押融资、货物保费等给予专项资金补贴。加强

中央税费减免优惠，给予公铁水空转口、集运类物流企

业给予增值税财政补助。支撑重庆开展融资多元化、融

资国际化、国际结算等金融探索。争取世界名校选址重

庆，支持重庆组建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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