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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重庆涪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与乌江在此交汇，碧水东流。

长江北岸，70 多公里岸线上有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热

土——涪陵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涪陵经开区”）。

这是一片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说古老，因为

这里曾是巴国故地，李渡古镇、水码头、龟陵城，无不铭

刻着千年辉煌与沧桑；说活力，因为这里的工业经济远

近闻名，拥有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金字招牌”，是重庆

市主城都市区核心区外的第一个千亿元级园区。

如今，这里有了新的坐标。2024 年 10 月，重庆涪

陵工业园区正式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定

名为涪陵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此次公布的获批名单

中，西部地区唯一上榜的园区。

涪陵区委书记黎勇说，对涪陵区而言，这是一个重

大发展机遇，必将为涪陵区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和舞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涪陵区将纵深推进园

区开发区改革，做大做强做优装备制造、现代医药、电

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到

2027 年涪陵经开区工业产值迈上 2000 亿元台阶，综合

实力跻身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园区开发区第一梯队，

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担当、作出更大

贡献。

成长于西部地区的涪陵经开区，凭借怎样的优势

与实力入列“国家队”？将如何更好助推重庆乃至西部

地区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

改革促动跑起来

驱车从涪陵城区出发，沿着长江一路向西，尽头便

是涪陵经开区。宽敞的道路两侧现代化厂房林立，货

运车辆往来不息。早在 2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郊野

农田和荒地。

重庆市涪陵三海兰陵有限责任公司是第一家在涪

陵经开区落户的企业。步入该公司展厅，一张张泛黄

的老照片、一件件不同型号的橡胶瓶塞产品诉说着企

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的发展历程。“1998 年刚到这里

建厂时，这一片只有我们一家企业，旁边全是农田，公

路、水电气等基础配套设施都不健全。”谈起入驻时的

场景，公司副总经理张小琼记忆犹新。

2003 年，重庆市李渡工业园区成立，这是涪陵经

开区的前身。从这一年开始，涪陵工业进入了以园区

为主要形态的发展阶段，发展步伐提速。搞基础设施

建设、抓招商引资、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

境⋯⋯2003 年到 2016 年，李渡工业园区通过土地、资

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集聚发展，实现了从“产业集聚”到

“产城融合”的功能之变、从“工地”到“工厂”的动能之

变、从“起步”到“快跑”的效能之变。

记者注意到，2003 年以来，涪陵经开区先后经历

了“重庆市李渡工业园区”“李渡新区”“重庆涪陵工业

园区”“涪陵高新区”“涪陵经开区”5 次名称的变更。

背后折射出的是园区对发展格局、区域功能、体制机

制、政策体系等方面不断优化重构、迭代升级的探索和

实践。

涪陵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谭平说，经

过 20 多年发展，如今的涪陵经开区家底更厚了、定位

更高了、机制更优了、动力更强了。从数据上看，截至

2024 年，涪陵经开区面积从最初不足 2 平方公里拓展

到了 20 多平方公里，入驻工业企业数量从不足 10 家增

加到 140 余家，工业增加值从不足 2 亿元增长至 400 多

亿元。

一路走来，张小琼见证了涪陵经开区的变化与发

展，也亲历了三海兰陵公司的跨越式进步。“相较落户

那一年，如今公司不仅将厂区面积扩大了十几倍，还晋

级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张小琼说，通过

持续的研发投入，公司已拥有 10 项国家发明专利、7 项

实用新型专利，生产的瓶塞品种超过 100 种，产品畅销

海内外。

在涪陵经开区，企业快

速发展的故事还有很多。重

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自 2007 年入驻涪陵经开

区以来，始终专注于压缩机

曲轴等精密机械零部件的研

发和生产，不断加大投入，

2023 年 成 功 在 北 交 所 上

市。公司行政企管部部长佘

仁波告诉记者，公司积极拓展国际市场，2017 年投资

2000 多万美元在墨西哥建设生产基地，打开了北美市

场，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些年，诸多“第一”在涪陵经开区的企业中诞

生。三爱海陵公司的汽车发动机进排气门产销量全球

领跑，美心翼申的非手持式小汽油机曲轴市场份额、三

海兰陵口服液制剂胶塞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

开放脚步快起来

鑫源汽车有限公司是涪陵经开区一家整车制造企

业。2024 年 12 月 28 日上午，该公司生产的 900 台新能

源汽车缓缓驶入距离公司仅 2 公里的涪陵综合保税区

（以下简称“涪陵综保区”），在工作人员娴熟的操作下

顺利装箱，运往秘鲁和巴西。鑫源汽车有限公司海外

事业部订单经理吴浩说，受益于涪陵经开区开放通道

的畅通，公司 2024 年出口整车超过 2.5 万台，出口额超

过 12 亿元。

走进涪陵综保区，繁忙的场景随处可见。主卡口

通道处，一辆辆满载的货车有序进出；企业车间里，生

产线开足马力加工订单；项目工地上，机器轰鸣，工程

车来回穿梭⋯⋯2019 年 12 月，涪陵综保区正式封关运

行，为涪陵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过去，汽车出口要从涪陵经开区转运至重庆两江

新区果园港，物流成本较高。涪陵综保区封关运行后，

‘出海口’就在‘家门口’，缩短了物流时间，每出口一台

车可以节约 200 元左右的物流成本。”吴浩告诉记者，

涪陵综保区联合涪陵海关创新开展“分送集报”监管模

式，帮助公司解决了汽车出口数量大、批次多、运输难

的问题，有力促进了跨境贸易便利化。

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涪陵经开区有底

气。从区位上看，涪陵区位于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发展

主轴的核心区域，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乌江流域

通江达海的中转站，同时也是重庆推进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的两大辅枢纽之一。目前，涪陵区已有渝怀、渝

利、南涪 3 条铁路，长涪、石渝等 5 条高速公路以及万吨

级船队和 5000 吨级单船能到达的长江最西端深水良

港龙头港，可快速连接中欧班列、“渝满俄”班列、西部

陆海新通道，实现联通欧亚、统筹陆海。

从开放平台上看，涪陵区是重庆市主城都市区核

心区之外口岸功能最全、服务能力最强的城区，拥有国

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重

庆市加工贸易示范区、重庆市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等

一批国家级、市级牌子，设有涪陵综合保税区、涪陵高

新区、公铁水联运枢纽港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

要开放平台，海关、外管等部门均在当地设立了区域性

涉外监管机构。

优越的开放环境，让众多“涪陵造”走向世界。凯

高玩具（重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敬勇最近正带领产

品研发团队进行新潮玩具的设计开发，他告诉记者，

2024 年，公司投入研发经费 4000 多万元，开发玩具产

品 120 多款，以“江海联运”方式出口到 160 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额近 5 亿元，“涪陵经开区升级为国家级经开

区后，拓宽了公司对外交往的通道，也将带来更多资源

和信息，更好推动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跨越山海，联通世界，涪陵经开区开放的脚步不断

向前。涪陵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如华

说，作为涪陵区乃至重庆市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新

格局的重要平台，涪陵经开区正着力从提升开放平台、

壮大开放主体、畅通开放通道、优化开放环境等方面入

手，全力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

高能级开放平台是对外开放的主战场。“我们将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涪陵综保区建设，加快完善保税加

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功能，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

创新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支持重庆自贸试验区涪陵

联动创新区高质量发展，建成重庆市新时代高能级开

放经济发展平台、高水平改革创新试验高地。”李如华

说，力争到 2027 年，涪陵经开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

200 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100 亿元。

在涪陵龙头港集装箱码头，屹立的龙门吊和堆积

如山的集装箱展示着长江航运、物流的实力。聚焦大

通道大物流建设，涪陵区正加快健全完善多式联运集

疏运体系，优化涪陵经开区内交通物流节点，着力打通

涪陵经开区、涪陵综保区与龙头港之间的快速通道，同

时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

易 和 跨 境 电 商 ，帮 助 企 业 拓 展

市场。

产业向新动起来

岁末年初，在涪陵经开区的企业车间和项目

现场，处处涌动着生产和建设的热潮。

走进重庆三爱海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

间，80 多条机加工全自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

单。“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发动

机气门及气门材料研发中心，气门年产能超过 2.6 亿

只。2024 年公司产品出口收入约 6 亿元，同比增长

33%。”三爱海陵副总经理蒋蓉说。

距离三爱海陵不远处，耀宁科技年产能 18GWh 动

力电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目前，项目的能源中

心主体完成一层、化成车间主体结构完成 90%、电芯车

间正在打桩，预计 2025 年底投产。”现场工程负责人李

斌说，项目投产后将有力推动涪陵区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发展。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机遇。“我们正加快推进耀

宁科技动力电池、卡涞新材料、瑞浦兰钧能源等重点项

目建设，打造重庆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及

轻量化部件特色产业基地。”涪陵高新区管委会产业与

发展改革部负责人樊伟强说。

涪陵区是重庆的工业大区，如何不断强壮工业“筋

骨”，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当地坚持“工业立区、制造

强区”首位战略，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积极探索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 年，涪陵区规上

工业产值突破 2700 亿元，增长 8.8%，工业对 GDP 增长

贡献率达到 67%，创 2011 年以来新高。

涪陵经开区入列“国家队”，有力增强了涪陵区的

招商吸引力，项目、资金、人才随之涌入。前不久，在

“央渝同行”（涪陵）发展对接活动暨央企渝企民企外企

涪陵行活动现场，67 个项目签约落户涪陵，协议资金

830 亿元。

以招商更新推动产业向新。“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招

商引资方式，强化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应用场景招

商，加快优质企业、优势产业集聚发展。”涪陵高新区管

委会招商投资部负责人胡项绩说，涪陵经开区将向

“链”借梯，聚焦产业图谱“有什么、缺什么、招什么”，带

动 新 材 料 、动 力 电 池 、半 导 体 等 重 点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聚集。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在理工清科（重庆）先

进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氢燃料电池催化材料、氦气提

纯新一代膜材料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

新产品令人侧目。该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张浩告诉记

者，围绕 MOF 材料（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在生物医药、

安全防护、绿色低碳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他们建成了

覆盖材料基础研究、工业级合成与生产、工程应用等全

链条的研发、生产与应用体系，实现了科研成果就地转

化、产业化。

打造创新平台、培育科创主体、促进成果转化、构

建科创生态⋯⋯在科技创新“组合拳”作用下，涪陵经

开区的创新动能积厚成势、拔节而上。目前，涪陵经开

区已集聚了包括理工清科（重庆）先进材料研究院、重

庆智能建造研究院在内的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拥有

高新技术企业 104 家，科技型企业 353 家，市级以上研

发机构 104 家。

在创新中创业，在创业中创新。涪陵区委常委、涪

陵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邓远峰表示，涪陵经开区将抢抓

机遇、勇攀高峰，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以深层次改革激发创新活力，聚力打造内陆改革开

放发展试验区、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西部承接

产业转移发展试验区。

2024 年，涪陵区提出了再造一个“涪陵工业”的

目标，力争到 2027 年实现工业产值 4000 亿元。作为

涪陵工业主战场、主阵地，涪陵经开区对未来发展也

有清晰的规划。“抓好产业培育，巩固提升先进制造

业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园区服务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等承载力，推动园区工业产值实现新的突破。”

邓远峰说。

长江之畔劲风起。一个开放度更高、创新力更强、

生产力更新的涪陵经开区正向我们走来。新时代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推动西部

地区经济社会整体提升，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一环。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应充

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与东、中部地区的合

作，推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助力西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

畅通开放通道，构建开放共享新格局。西部

地区经开区应着力推动口岸、跨境运输和信息网

络建设，加快构建开放物流体系和跨境邮递网络，

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撑。以铁路和高速公路互联

互通为基础，加强水路和航空运输布局，深度融入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此

外，应提升开放平台的综合能级和国际影响力。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

础设施、产能合作等领域的协作；通过举办高规格

的国际会展、投融资交流及技术交易活动，为西部

地区开放发展注入动力；强化与自贸试验区、综保

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的协同联动，增强

示范带动效应；整合区位相邻、产业互补的省级开

发 区 资 源 ，打 造 协 同 协 作 、互 为 补 充 的 创 新 共

同体。

强化创新动力，构建西部特色现代化产业体

系。一方面，西部地区经开区应围绕独特的资源禀

赋和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差异化路径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及加工贸易的独特定位，积极承接国内外

产业链的关键要素与资源，增强产业链的构链、筑

链和强链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

创新的引领作用。布局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研发

机构与创新平台，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

攻坚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

快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合体，完善市场导向

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夯 实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要 素 保

障。西部地区经开区需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

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注重与自贸试验区

的协同联动，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数据流

动、绿色发展、金融服务等领域，实现规则和标准

的国内外接轨，打造西部地区开放创新高地。此

外，要强化人才、数据、金融等要素保障。进一步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吸引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扎根

西部，培养产业所需的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

才；通过构建数据中枢体系，畅通跨行业、跨层级

的流通环节，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完

善适应创新型企业需求的融资体系，以金融

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为西部地区创新发

展提供重要支撑。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贸易规则研究院教授）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蓝庆新

涪陵区是重庆的工业大区，位于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发展主轴的核心区域，拥有涪陵综合

保税区等重要开放平台。得益于独特的区位条件、厚实的产业家底和优越的开放环境，成长

于此的涪陵工业园区不久前跻身“国家队”，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更加广阔的

发展空间。从地方工业园区到国家级经开区，涪陵经开区有哪些升级“密码”？作为国家级

经开区中的“新兵”，将展现怎样的新作为？

位于重庆涪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涪陵科创 CBD。 （资料图片）

重庆卡涞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刘辛未 美 编 夏 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