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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第五届西洽会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现场，
重庆发布2022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经计算，2022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为135.2点，较2021年的122.6
点、2020年的102.0点均实现较大增长，这表明2022年西部
陆海新通道战略整体执行情况良好、运行成效递增。

指数报告通过对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产业发展等动态
监测和模型计算，全面衡量并真实反映一定时期内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综合运行情况，发展指数增长的背后，是班列增长、
贸易额增加，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营运中心的重庆，正在加
速“奔跑”，不断扩大国内外的“朋友圈”。

发展指数看3个“风向标”

该指数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发布时间(2019年)
为基期，以100为基准，对原有的指标进行了修订完善。3个
一级指标主要结合通道建设目标规划及推进情况，形成能充
分反映通道建设在规模发展、质量发展、竞争力3个方面的指
标体系框架。

“随着便捷畅通的物流大通道，西部地区进一步融入国
际市场特别是与东盟十国之间的经贸交流，已从对外开放的

‘后卫’变为‘前锋’。”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主任刘玮说。

2022年通道的规模发展指数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较
2021年大涨17.6点，达到156.8点，反映通道建设和物流运
行状况良好，基础设施规模和物流规模指数增长最为明显。

质量发展指数略微下降，为111.3点，相较基期提升11.3
点，但较2021年下降1.9点，其中通道沿线地区贸易结构指
标逐步优化，各省市经济开发区各项指标良好，为通道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受贸易依存度指标下降影响
较大，集约化指数出现下降。

竞争力指数快速增长，为125.6点，较2021年增长14.8
点。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完善铁路、公路、港口、口岸等物流
基础设施，不断培育国际铁海联运、跨境公路运输、国际铁路
联运等物流组织方式，为西部地区提供了一条便捷畅通的物
流大通道。

推进基础建设构建经济“大盘子”

今年3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五年行动方案（2023-2027年）》，进一步明确了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功能定位，即聚焦“连接‘一带’和‘一路’的
陆海联动通道”定位，打造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重要枢纽。

“通道建设应加强区域政府的交流合作，引导产业向通
道沿线集聚。”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
雪兵说，重庆应持续推进通道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运
输及物流组织、研究完善支持政策、推进周边省际协商合
作。增强供应链发展韧性和自主控制能力，应更加着力中欧
班列跟区域发展的协同、行业的多元、通道的多元。

“西部陆海新通道带来更多的是合作共赢，重庆已经有
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科研处处长邓
兰燕说，西部陆海新通道硕果累累，已形成了“一带一路”经
中国西部地区的完整环线，不仅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
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大力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建
议通过发挥好“铁海”、“铁公”联运等运输模式，形成“一张
网”，联通周边贵阳、兰州、乌鲁木齐等周边重要城市，增强西
部陆海新通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融合发展，从而构建经济
发展的“大盘子”。

5月18日，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西洽会）

开幕。当日集中签约重大项目88个，签约总额超2907亿元。

这一场关于开放的盛会，肩负着“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时代使命，展现着“内陆腹

地”向“开放前沿”的华丽蝶变！

从对外交流、贸易合作，到投资招商，西洽会作为平台的功能日趋完善，开放能级实现大幅跃

升。如今，我们共处一个开放的时代。西洽会，立足重庆，增益西部，辐射世界，更显意义非凡。

西洽会开幕当日集中签约重大项目88个，签约总额超2907亿

对外开放“加速跑”“后卫”也能变“前锋”

5月18日下午，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八
一路大都会西楼的“国展全球市集”跨境新零售
展销厅内，不时有市民游客进店选购进口商品，
作为渝中区首家跨境新零售体验店，它以进口商
品展示销售为基础，积极推进国际经贸交流，以
首店、首秀、首发等方式帮助各国外资外商及相
关产品在重庆布局，助推渝中区乃至重庆与各国
经贸合作项目落地。

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势头良好

由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和国家商务部外贸发
展局共同主办的2023年中国（重庆）跨境电商交
易会，于5月18日~5月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与西洽会同期隆重举办。

在5月18日下午举行的中国重庆跨境电商
发展高峰论坛上，商务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
国跨境电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5年增长近10
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B2C跨境电商交易市
场，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1万亿元，同
比增长9.8％。重庆是国务院先期批复的跨境电
商综试区之一，2022年重庆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达到407亿元，同比增长近28％，已经成为中西
部地区跨境电商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本次论坛以发展贸易数字化，重塑跨境贸易
新商机为主题，促进各方交流合作，推动跨境电
商产业更好发展。

重庆企业也要走出去

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重庆依
托独特的优势，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出台了一批
跨境电商发展政策，聚焦了一批跨境电商发展主
体，培育了一批跨境电商发展平台，着力推动跨
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中西部跨境
电商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展望未来，重庆将进
一步推动跨境电商品质化发展，更加注重业态创
新，不断提出产品质量，培育更多的跨境电商品
牌，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规范化发展，延伸上下
游产业链中构建跨境电商发展生态圈。

本届跨交会以“贸易数字化重塑跨境贸易新
商机”为主题，共设置国际及省市专区、跨境电商
综合服务专区、产业带专区等三大专区，展览面
积4万平方米，共500余家企业、2200多名专业
观众及采购商参展参会。

此外，跨交会还为参展参会的观众准备了全
民直播打卡寻宝等互动活动，观众可通过参与活
动获取专属精美礼品，还可以品鉴巫山新茶、澳
大利亚现磨咖啡，感受非遗夏布文化，提升百姓
参与感，打造全民参与的跨境电商盛会。

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陈军 杨新宇 实
习生 陈鑫 孔晴 林音贝 摄影报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连续3年增长的背后

基础更稳，经济更顺，朋友更多

机遇之门

昨天，第五届西洽会央地合作暨重点项目签约上，
重庆签约项目84个，其中央企投资项目45个、合同投
资1626.35亿元。

重庆，在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全局
统筹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立足地方所
需，与央企谋而后合，正如央地携手合作座谈会所提到
的，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未来，双方合作初见成效。

推进优势互补 合作领域聚焦实

“签约项目呈现三个特点。”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称，本次与央企的开放合作项目中，首先是项目能级提
升大。签约56个10亿元以上项目，占总签约项目数
的66.7%。其中，6个100亿级项目、16个50亿级项
目、34个10亿级项目。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34.0亿
元、较前四届西洽会平均投资额高出8.4亿元；

其次是投资主体实力强。央企投资项目45个、合
同投资1626.35亿元、占比56.9%；民企投资项目29
个、合同投资633.4亿元、占比22.1%；其他国企投资项
目7个、合同投资573.4亿元、占比20.0%；外企投资项
目3个、合同投资21亿元、占比1.0%；

第三是合作领域聚焦实。央企投资项目主要涵盖
携手打造国家战略大后方、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携手
打造西部数字经济产业高地、加大改革开放合作、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强化能源开发利用、共建西部陆海新通
道等内容；非央企投资项目重点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先进材料、智能装备、能源、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
产业方向开展合作。

模式不断完善 实现互利共赢

今年3月14日上午，央地携手合作落实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共建现代化新重庆座谈会在
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推动重庆与央企开展更高水
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重庆市委、市政府
将把央企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实现优势叠加，携手打造
新时代央地合作新样板。

据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央在渝规上
企业416家，注册地遍布渝中、江北、九龙坡、南岸、渝
北、巴南、两江新区等地，业务覆盖重庆全境。这些央
企，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对重
庆城市建设、产业提升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等，发挥了
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强央地合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结果。”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说，新阶段
的央地合作更加注重围绕打造产业链进行专业化整
合，注重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中央企业与地方之间资源
整合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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