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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更换“新引擎”
焕发“新容光”

6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日发布，为推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勾勒了新蓝图。站在新起点，迈

上新征程，山西立足自身实际，认真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努力探索

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老的黄土

地，正上演着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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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广州、深圳、香
港等地的不同资源
禀赋，跨境电商、新
兴消费等经济“新势
力”正在大湾区加快
崛起。

快 讯

本报讯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

前举行《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广东将在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等方面协同港澳统一

标准、丰富产品，推动港澳投资者参与碳排放

交易，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共同市场。

同时，广东将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

绿色发展基金，建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创

新型绿色金融机构和组织。

《规划》提出，广东将高质量建设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争取气候投融资试点。

把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经验向全省复制

推广，建立健全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风险补

偿、增信机制，推动绿色项目库建设。

《规划》显示，“十四五”时期广东将充分

发挥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功能，加大排污

权、水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金融产品创

新，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权益金融服务平

台。充分发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深圳

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平台功能，开展碳排放

交易外汇试点，建设完善大湾区碳排放交易

市场，探索碳金融创新。

此次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副行长林平表示，今年一季度，广东全省绿色

贷款余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截至二季度末

已达1.2万亿元。广东将充分发挥港澳地区

资金成本优势，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港澳发

行绿色债券。 （程景伟 陈建新）

广东拟建大湾区金融共同市场
在绿色金融等方面协同

港澳统一标准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永川综合保税区

启动建设。这是重庆第6个获批的综合保税

区，将进一步促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永川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城

市。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设立重庆永川综合

保税区。永川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1.11平

方公里，围网外配套产业发展区约20平方公

里。与其他综合保税区不同的是，永川综合

保税区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是我国为数

不多的以陆路为主要特点的综合保税区。

重庆永川区政府副区长王寒峰表示，永

川综合保税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轴

线上，可加快补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

地区开放短板，带动毗邻地区加快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该区将结合

本地及周边区域产业优势，重点发展保税加

工、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业务，着力打造长

江上游重要的开放平台、重庆重要的现代制

造业进出口加工基地、我国西部地区独具特

色的服务贸易示范基地。

据介绍，重庆永川综合保税区首期总建

筑面积约8.8万平方米，投资约5.6亿元。建

设任务包括综合服务楼、5栋厂房、查验区、

检疫处理区、1栋保税仓库、8.67公里内部道

路等。永川目前正全力加快综合保税区建设

进度，确保2022年4月建成并申请预验收，

6月底申请国家正式验收。

（刘相琳 蒲文璐）

重庆永川综合保税区启动建设
加快补齐成渝双城经济圈

中部地区开放短板

□ 孙 飞 吴 涛 孟盈如

粤港澳大湾区，正用融合发展

之笔绘就壮丽繁荣画卷。今年上半

年，大湾区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经济呈现稳

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随着基础

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软联通”不断

深入推进，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正在

南海之畔加速崛起。

提速基础设施联通

白天在广州上班，下班约上朋

友，乘坐地铁到达古色古香的佛山

岭南天地吃饭、游玩，晚上再返回广

州家里。这样的“广佛同城行”，变

得越来越方便。

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经济

总量达3.5万亿元的“广佛”城市共

同体，正释放强大融合活力。

今年2月，佛山顺德陈村镇完

成文登路改造，成为对接广州南站

的新通道。包括广佛环线、佛山

地铁 2 号线等在内，多条在建轨

道在陈村镇共设 9 个站点，总投

资近百亿元，有望在今年全部通车

试运行。

不仅是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的

另一“核心引擎”深圳，也在持续“提

速”都市圈建设。

今年4月发布的《广东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推

动深莞惠一体化发展，加强三市基

础设施规划建设统筹协调；加快吸

引现代要素流动集聚，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

都市圈。

深中通道建设持续推进，深港

“最年轻”综合性陆路口岸莲塘口岸

通关物流不断优化，惠州出台行动

方案“支持深圳将城市轨道交通延

伸至临深片区”……

“当前，随着大湾区各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地区

间内部往来愈加频繁，空间联系

强度不断提升，‘1 小时生活圈’

加快形成。”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说。

加速新业态崛起

依托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

不同资源禀赋，跨境电商、新兴消

费等经济“新势力”正在大湾区加快

崛起。

正在开拓中东等市场的广州哆

啦科技有限公司CEO吕皓说，疫情

期间，全球贸易方式发生改变，从线

下到线上、从“To B”到“To C”趋

势明显，哆啦今年上半年的GMV（商

品交易总额）大幅增长。“我们通过自

建物流、仓储、客服、技术等体系，构

建了完备的电商基础设施，为疫情期

间被取消订单以及订单下降的外贸

企业搭建了网上海外直销通道。”

伴随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行

业相关企业迅速成长。深圳钱海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超峰说，

公司主要提供跨境电商支付解决方

案，今年上半年支撑交易额超百亿

元，营收同比增长2.4倍，新增服务

企业超700家。

今年6月30日，总部位于深圳

的新式茶饮品牌奈雪的茶，在香港

交易所上市。其与近期完成D轮融

资、同样来自大湾区的喜茶，共同成

为新式茶饮第一梯队，两者还在积

极推进海外布局。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3.8万

亿元，同比增长24.5%，两年平均增长

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5万

亿元，同比增长19.6%，两年平均增

长1.4%。

“香港具有国际化资本市场的

优势，珠三角则有完善的产业链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粤港澳大湾区的有

效合作互补，将促使新兴业态迸发更

大增长动能。”中国（深圳）综合开发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

推进科技创新联动

从香港到前海，昇腾技术首席技

术官李志峰正走入创业“快车道”。

“我们是一家港资企业，在深

圳、香港分别设有团队，已有20多

人。”李志峰说，目前香港团队主要

负责海外合作和商务工作，深圳团

队侧重技术研发，两个团队利用深

港各自的优势双向联动。

“我们主要为智能制造企业提

供声学技术支持，设备已在一些汽车

制造企业的质检过程中发挥作用。

公司下一步的目标，是立足深港，向

整个大湾区拓展业务。”李志峰说。

助力创新“圆梦”的前海深港青

年梦工场，已累计孵化524家创业

团队，其中香港团队245家。

从一片滩涂到一座现代化新

城，前海“一张白纸画出最美最好的

图画”。如今，前海抓住“扩区”和

“改革开放”两个重点，进一步扩展

合作区发展空间，促进深港开展深

度合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不仅是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

州南沙、深圳河套等一系列创新“支

点”，正串起大湾区的“创新项链”。

专家认为，随着要素、资源流通

日渐频繁，粤港澳大湾区正驶入全

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创

新合作的新阶段。大机遇、大未来

正在5.6万平方公里的大湾区持续

孕育。

融合促繁荣 粤港澳大湾区迸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随着基础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软联通”不断深入推进，大湾区正驶入

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创新合作的新阶段

□ 赵宇飞 胡 旭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提

速、汽车等优势产业加快融合发展、

中欧班列等大通道助推开放型经济

表现亮眼……成渝经济发展半年报

新鲜出炉，上半年重庆经济同比增长

12.8%，四川经济同比增长12.1%。

自去年初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启动以来，川渝在前期完

成工作机制等制度设计的基础上，

今年上半年按下政策落地“快进

键”，推动成渝地区向着“重要增长

极和新的动力源”目标迈进。

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今年5月25日起，四川南充嘉

美印染有限公司有了一条新的物流

线路——南充港至重庆果园港的航

线正式开通。

“初步测算，一年大概能节约

600万元成本。”公司营销总监李强

说，公司以前是先经公路运到上海，

再经海运出口，现在是从南充经嘉

陵江运抵重庆，再经长江运到上海。

这得益于川渝合作开展的嘉陵

江航道建设。今年以来，川渝基础

设施建设明显提速。上半年，重庆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2.2%；四川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

数据显示，今年川渝两地安排

合作共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67个，

截至6月底已开工58个，完成年度

投资414.6亿元。

其中，交通项目是重中之重。铁

路方面，渝昆高铁川渝段、成达万高

铁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公路方面，

9个省际高速公路项目已开工8个，

四川南充至重庆潼南等重点项目正

加快推进；水运方面，11个项目已

开工9个。

在川南地区，天然气新一轮100

亿立方米上产工程大会战激战正酣，

上万人投入建设，170多台钻机、30多

台压裂设备24小时不停运行……

川渝正携手打造千亿产能基

地，上半年川渝两地已生产天然气

309.8亿立方米。

电网建设方面，川渝特高压交

流工程等重大项目正加快推进，双

方正科学谋划川渝电网和电力市场

一体化发展。

“成渝地区只有加快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要

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聚集。”重庆工

商大学副校长李敬说。

优势产业相融相促

在毗邻重庆的四川隆昌市，天

视车镜公司实验室内，工程师正在

对几款新产品进行性能测试。

“我们的目标是兼顾成渝市场，

尤其是重庆。”公司董事税效平介

绍，在重庆长安汽车等大企业带动

下，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30%以上。

天视车镜等配套企业，成为川

渝产业融合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汽车是成渝地区支柱产业之

一。今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川渝党

政联席会议提出，要以共建应用场

景、强化产业协作为主线，全面提升

川渝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产业

带动力。

上半年川渝两地汽车产业增势

喜人，其中重庆汽车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25.3%，四川增长18.4%。

今年以来，川渝加快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的23个产业项目已开工

21个。西部（重庆）科学城和西部

（成都）科学城也相继挂牌，创新要

素加速向成渝地区聚集。

数据显示，上半年重庆高技术

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31.9%和30.1%；四川

规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1.4%。

“两江新区上半年电子信息产

业实现产值1042亿元，同比增长48%，

半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重庆两

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局长胡景兵说。

此外，上半年川渝共建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6个文化旅游项目均已

开工。

开放经济表现亮眼

今年1月1日，重庆团结村站和

成都国际铁路港，汽笛声同时响起，

两地首列中欧班列（成渝）号列车同

时发车。

从此，成渝两地开行的中欧班

列全部冠以“成渝”名号，两地合作

统筹优化去回程线路和运力资源。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成渝）

号累计开行2877列，约占全国开行

总量的36%。两地开行的中欧班列

均实现大幅增长。

成渝地区正在崛起为内陆开放

高地。数据显示，川渝上半年外贸

进出口总值均创历史新高，其中重

庆3766亿元，同比增长37.6%；四

川4189.5亿元，同比增长16.1%。

“在海运价格上涨、‘一箱难求’

的情况下，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

通道开行量逆势增长，成为外贸稳

增长的有力支撑。”重庆海关副关长

王宏翰说。

今年上半年，以重庆、成都为

主要枢纽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

地已拓展至 106个国家和地区的

304个港口，铁海联运班列、跨境

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开行

量同比分别逆势增长147%、70%

和56%。

跨境电商也实现大幅增长，成

为外贸新动能。以重庆为例，上半

年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61.4亿

元，同比增长75.6%。

“重庆、成都携手，对内可有效

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对外则成为扩

大开放新支点，有助于构建新发展

格局。”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

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杨继瑞说。

成渝一盘棋 政策落地按下“快进键”
上半年重庆经济同比增长12.8%，四川经济同比增长12.1%，成渝地区向着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目标迈进

粤港澳谱写粤港澳谱写
大湾区共赢曲大湾区共赢曲
打破藩篱、疏通堵点，在共同

努力下，粤港澳三地在规则衔接、

创新合作等多维度取得实质性进

展，大湾区正以坚实的脚步向前行

进。图为港珠澳大桥。

新华社记者 王 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