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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持续打造西部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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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这个中西部

经济大省而言，如何用实际行动

担负起稳增长重任，奋力攻坚克难，以

四川发展之“进”，服务全国大局之“稳”？

四川通过持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正在加快打造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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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中欧班列驶出

成 都 国 际 铁 路 港 。 2024 年 ，

中 欧 班 列（成 渝）年 度 开 行 量 预 计

超过 5700 列，继续领跑全国。

白桂斌摄

今年以来，四川全省上下盯住年初确定的预

期目标，细化落实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拿出

超常举措，做深做细工作，努力在后半程跑出加

速度。

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表示，四川在全国发展

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而特殊的地位，必须胸怀“国

之大者”，用实际行动担负起稳增长重任，奋力攻

坚克难，挺身应对挑战，以四川发展之“进”，服务

全国大局之“稳”。要持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走深走实，加快打造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铸强工业脊梁

今年三季度以来，四川工业生产逐月回升。

前 10 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7%，

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其中，9 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8.4%，分别较 8 月、7 月回升 2.3

个、4.0 个百分点。“随着存量政策效应继续释放、

一揽子增量政策密集出台，市场正逐步活跃，预期

持续好转。”四川省统计局局长曾俊林说。

“工业既是‘压舱石’，也是‘主引擎’。巩固提

升优势产业，稳住工业经济增势，着力推进工业兴

省、制造强省，一刻也不能放松。”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厅长翟刚说。今年前 10 个月，四川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轻纺、医

药健康六大优势产业增加值增长 6.9%，起到较强

支撑作用。同时，动力电池、钒钛稀土、新型显示、

白酒等优势产业持续巩固提升，钢铁、水泥、食品、

汽车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人工智能、绿氢、

核医疗、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培

育壮大。

通过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四川工业“脊

梁”越来越坚挺。依托链主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

游协同发展，先后培育壮大 15 条重点产业链。实

施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成德高端能源装备、成渝

地区电子信息 3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

升三年行动，新创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成德绵自

凉航空航天 2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重大产业项目助力四川工业“强筋壮骨”。在

成都，国内首条 8.6 代 AMOLED 生产线——京东

方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日前在成都全面封

顶，这个总投资 630 亿元的项目成为四川工业发

展史上单体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在绵阳，巨星永

磁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浩说，今年前三

季度，公司在手订单

超 过 6 亿 元 ，

相较于去

年 大 幅

增长。今年前 9 个月，绵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1.6%。在宜宾，仅用两年多时间就

建成全国电池产能最大的城市，成为四川省首个

完成光伏全产业链布局的城市。

坚持高质量抓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四川以中

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世界动力电池大会等

为契机，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大力实施“智改数

转”、设备更新、新型技改等行动，持续蓄积发展后

劲。今年前 10 个月，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17.1%。

曾俊林认为，四川工业新动能加快成势增强

了经济上行动力。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速

持续领跑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增加值同比增

长 8.5%；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快速增长，动力电池、

钒钛产业分别增长 41.7%和 18.4%，单晶硅、多晶

硅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71.9%和 45.7%。

建设创新高地

四川一手抓提升科技创新内核能级，一手抓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1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重组，4 家天府实验室、

4 家国家创新中心取得实质性突破，区域科技创

新综合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居西部首位，全社

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 2.26%。18 个创新主体揭

榜 8 项国家全面创新改革任务。

布局在四川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达 10 个、居全

国第三位，建设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锦屏深地实

验室⋯⋯四川正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

造技术创新策源地，有序推动 8 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 140 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今年 10 月，

四川省启动涉及电子信息、先进材料两个领域的

新一批 34 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整。四川省科

学技术厅实验室与创新平台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 2025 年，四川将基本完成现有省重点实验室优

化重整；到 2027 年，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运

行良好、创新能力强的省重点实验室体系。

在四川，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走向深度融合，

越来越多企业加快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不少

“链主”企业瞄准行业痛点，以科技赋能助推转型

升级、降本增效。“为解决建筑行业大宗物资供需

匹配这一共性难题，我们研发打造数字化招采服

务平台，累计完成交易额约 9 万亿元。”位于成都

的中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单惠德介

绍，公司近 5 年科技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达 35%，

为建筑业装上“智慧大脑”。

四川加大力度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障碍，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四川不断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打通成果转化堵点

卡点，鼓励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

方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四川省

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学华说。四川积

极推广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和资产单列管

理 ，累 计 确 权 成 果 2400 余 项 、带 动 投 资 超 220

亿元。

四川出台全国首个产业科技人才教育一体发

展规划，持续实施“天府峨眉计划”“天府青城计

划”“四川海外智力集聚计划”，创新“候鸟式”

“离岸式”引进模式，靶向招引具有国际水平

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

平科研团队。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四川新锂想能源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刘昊说，公司所

在的遂宁市近年来十分注重

高 层 次 人 才 引 进 工 作 ，从 薪 酬 待

遇、晋升培训等多方面为人才提供服务。

各类创新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为四

川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创造了有利条件。成渝（兴

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川渝毗

邻地区融合创新发展带加快建设。四川已组织实

施“揭榜挂帅”项目68个，组建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

综合基金，“天府科创贷”发放贷款216.5亿元。

拓展外贸空间

“从成都出口欧洲，比从东部沿海地区更便

捷。”TCL 光电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落户成都 3 年

多的经历，让公司供应链负责人舒永君得出这样

的结论。舒永君说，从东部沿海地区走海运到欧

洲要 40 天左右，而从成都只要 13 天。

近年来，四川坚持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

为治蜀兴川的大事要事来抓，坚持“西拓、南进、东

接、北融”方针，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新

格局。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柳树国介

绍，目前成都已构建西至欧洲、北上蒙俄、东联日

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体系，今年前 10 个

月，中欧班列（成渝）开行 5208列，同比增长 12.1%。

空中优势同步加强。11 月 28 日，成都成为继

上海、北京之后，我国内地第 3 个年航空旅客量突

破 8000 万人次的城市。截至目前，成都在飞的国

际及地区定期直飞客货运航线达 73 条，航线数量

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多，跻身“全球航空大都市二

十强”。

大开放促进大开发、带动大发展。2022 年，

四川率先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超万亿元的

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常年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空

客全生命周期项目等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相继落

地，四川外资企业突破 5000 户、世界 500 强企业增

至 381 户。近 3 年，全省进出川大通道增加 12 条、

总数达到 50 条，自贸试验区实有企业数量超过 24

万户，综合保税区数量居中西部地区前列。

今年前 10 个月，四川实现进出口总额 8420.8

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 9.7%，高于全国

4.5 个百分点。“今年四川外贸规模稳步扩大、出口

稳中有进、市场不断拓展、企业持续活跃，表现出

较强的发展韧性与活力。”四川省商务厅厅长惠朝

旭说。

与往年相比，今年四川外贸呈现更多亮点。

最值得关注的是进出口结构更加均衡。今年前

10 个月，进口 3524.8 亿元、增长 22.8%，增速高于

全国 19.6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进口连续保持增

长，其中 8 个月增速达到两位数，补齐了长期以来

的短板。

产业与外贸的联结更加紧密，传统优势产业

“稳外贸”作用功不可没。在出口方面，前 10 个

月，汽车、集成电路、工程机械、医疗仪器等高附加

值产品出口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在进口方面，电子

元件、电脑及零部件、航空器零部件等生产资料进

口十分突出，分别增长 30.4%、137.5%、45.2%。

主要贸易伙伴稳定增长。四川对前三大贸易

伙 伴 东 盟 、美 国 、欧 盟 进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28.1% 、

32.1%、19.5%。同时加强与新兴市场贸易往来，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进出口增长 13.5%，对非

洲、印度、巴西进出口分别增长 9.1%、9.9%、7.1%。

奋力冲刺目标

在攀枝花市美利林钒钛新材料股份公司，总

经理叶福生正查看繁忙的施工现场。“公司正加紧

建设总投资 60 亿元的钒钛耐磨铸造百亿元产业

园。一期效益很好，我们正加力推动后面的项目

尽快投运，尽早见效。”

冬日的四川，各处项目建设工地都是一派火

热繁忙景象。今年以来，四川全力以赴拼经济、搞

建设，高质量抓项目、抓高质量项目，推动一批重

大项目密集落地、加快建设，不断夯实投资增长

基础。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管理与督导处处

长王勇介绍，今年前10个月，70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7851.5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104.3%。成都高

新 区 京 东 方 第 8.6 代 AMOLED 生 产 线 项 目 、

G0611线川主寺至汶川高速公路、准环对称仿星器

等 175 个重点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汉巴南铁路南

充至巴中段、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公路、绵阳京东方

高端模组项目等20余个项目建成投用。300个川渝

合作共建项目完成投资 4208.2亿元，年度投资完成

率98.9%。

成都市深入开展“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

发展”工作，探索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服务

民营企业发展，不少问题得到现场解决、限时办

结，民营经济成为这座城市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

服务民生的“生力军”。今年前三季度，成都民营

经济增加值 8321.4 亿元，民营经营主体达到 379.6

万户，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7%。绵阳市践行“一

线工作法”，开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一线

纾困”专项行动。泸州市开展“进企业、解难题、促

发展”常态化服务企业工作。

四川省商务部门主动作为，持续开展“扩进

口”行动，及时兑现扩进口政策资金 1.32 亿元，稳

定企业预期。加大参与广交会、进博会组织力度，

持续组织 5 场四川整车贸易“全球行”推介活动，

累计签约超 200 亿元；培育装备制造产业出口新

增长点，推进汽车产业出海，整车出口超 170 亿

元、增速超 2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超 100 亿

元、增速超 50%。四川特色农产品出口取得突破，

鱼油、柠檬出口保持全国第一，鱼子酱出口居全国

第二位，合江橄榄、巴中海鲜菇、乐山姜黄等农产

品实现首次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