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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数字基础设施，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与运营组织

中心基础上，逐步建立面向“13+2”省区市的跨区域、

跨部门、跨行业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不仅包含口岸物

流的核心业务，而且实现智慧铁海联运、智慧长江物流

等的场景应用，以便通道各方共享共用平台信息，进而

推动重构业务流程、再造工作体系和重塑制度体系。

二是创新体制机制以降费提效促进部门合作。推进

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合作，推广“一单制”和全链条的

货运单证电子化及其跨区域共享互认，优化对多式联运

的海关监管模式，简化通关手续和流程，逐步实现“一

次申报、联动监管”的“一单到底”，提升海铁联运的

物流效率，缩短运输、通关等时间，不仅降低企业物流

费用，也降低部门业务成本。

三是统筹规划以临港物流园区差异化发展促进港口

合作。根据各港口地理区位和本地产业比较优势，统筹

规划确定主要功能划分，配备适应港口主要功能的临港

物流园区产业，实现港口与腹地的互动发展、物流与产

业链的协调发展，以差异化发展缓解域内多港口之间的

同质竞争，获取相对比较优势，形成整体核心竞争力。

（三）加强经贸增值服务

一是发展枢纽经济和通道经济。充分发挥重庆五型

物流枢纽的优势，发展枢纽经济，建立货物贸易和服务

贸易的集散地，开展加工、包装、贴牌等增值服务，设

立RCEP规则的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对RCEP协定的认知

度和运用能力；发展通道经济，沿线布局配套企业，协

同通道和地方发展。

二是发展金融保险集群服务业。以建立西部金融中

心为契机，引进知名金融企业和培育本地金融企业，发

展物流、供应链金融、保险、仓储、代理、法律等集群

式服务业，为五型枢纽提供支撑，推动金融中心和物流

枢纽的协同共济发展，共创高端城市品牌。2023年组建

重庆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就是这种品牌化的尝试，今后可

考虑组建类似的重庆金融保险企业。

三 是 提 高 产 品 科 技 附 加 值 。 延 展 产 业 链 ， 推 进 全

链条服务。对工业品，推动信息化、智能化等升级，把

无形的技术和服务融入到有形的产品，增加产品技术含

量；对农产品，提高产品加工度，创建地理标识品牌，

突出生态特色，增加产品附加值。

四是提升营商环境和文化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 降 低 通 道 企 业 经 营 的 税 收 、 融 资 、 用

工、用地等有形成本以及制度审批等无形成本。提升城

市宜居度，提档高等教育，组织大型体育赛事，打造城

市形象，吸引人口聚集，为枢纽经济和集群服务业夯实

基础。

（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以大项目引领大通道。以大项目推进大通道、

大物流和大枢纽建设，带动周围和上下游发展。推进建

设枢纽港产业园的“一江两岸、三片联动”先行区，打

造先进装备成套基地、先进材料基地、现代物流和供应

链服务业基地。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总部离京的改革背

景下，积极引进央企，发展总部经济。比如，2024年5月

25日“渝跃财经”报道中国物流集团总部将落户重庆就

是抓住机会。[5]

二是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变革。2023年重庆提出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总体规划，通过发展新质

生产力建设产业创新平台生态体系和提升产业的本地化

生成能力，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和先进材料

等三个“万亿”级产业，以及智能制造、食品加工和软

件信息服务等三个“五千亿”级产业。其中，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正是重庆通过西部陆海新通

道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来源。

三是以梯度转移引领层级式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梯度发展

和产能转移，深化中国、老挝、泰国的“三国三园”国

际产能合作，打造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国际合作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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