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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自然生态环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

间进行修养生息，使绿水青山能够持续发挥金山银山的

经济社会效益，使良好的生态环境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良好的国际形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

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积极参与国际

交流与合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范围

内的秩序和格局调整成为大趋势。尽管国际政治环境复

杂多变，逆全球化社会思潮日益抬头，“单边主义、霸

权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这些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构

成严重威胁，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我 国 将 推 动 构 建 新 型 国 际

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这

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

作。当前，成渝地区国际友好城市和国际友好合作关系

城市增至158个，外贸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元，运

输网络覆盖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个港口，中欧班列

（成渝）运输能力全国领先，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

国际合作中仍面临较大挑战。例如，高端创新资源相对较

少，创新资源集聚度不够；研发投入不足，国际合作研发

投入占比较低；高端人才及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数量不足

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亟需以成都市和重庆市为

主城市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优化国际贸易服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向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面对中国

式现代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成渝地区可以从提升创

协同新发展能力、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内陆改革

开放新高度等方面着手，推动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一）提升协同创新发展能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协同创新有利于促

进创新要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

优化、创新效率提高、创新风险规避，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科技合作不断进化的高级形态，也是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两地联手提升协

同创新发展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明确企业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

点 项 目 协 同 和 研 发 活 动 一 体 化 ， 加 快 构 建 龙 头 企 业 牵

头 、 高 校 院 所 支 撑 、 各 创 新 主 体 相 互 协 同 的 创 新 联 合

体”。开展以企业为主体协同创新，不仅能够促进创新

资源优化配置，还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二是明确科技创新与知识创新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中的同等地位。要深刻认识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的有机结合，要促进科技创新与知识创新协同发展，解

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效率。

三是明确创新要素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

位。创新要素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由于成都

市和重庆市所在的地区不同，两者之间的创新要素具有

一定的差距。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能

力提升，要打破行政壁垒，降低制度成本，推动区域一

体化联动式创新要素网络的快速构建，提升区域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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