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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协同是区域协同的核心内容。产业协同发展是推动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也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成渝双层经济圈战略实施以来，成渝两地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合作机制深化、

产业创新链加深方面取得初步进展。针对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链协同程度较低、技

术协同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需要强化区域产业链协同程度、加强区域技术协调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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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Coordinated industrial devel-
opment is the key suppor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re-
gion,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ince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dual-tier economic circle strategy, Chengdu and Chongqing 
have made initial progress in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deepening the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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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deepening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chain. In view of the low degree 
of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and weak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egree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technolog-
ical coordinate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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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对产业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相关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

区域产业协同研究多是以国别为研究范围，以区域经济圈作为研究主体的区域产业协同方面的研究在国

外并不多见。国外区域产业协同方面研究对国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圈内产业

协同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理论方面：主要从机制、政策、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多层

面研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及效应[1]-[4]；应用方面：涉及具体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粤港澳在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可实施路径与可行性策略，以及研究特定区域内相

关产业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5]-[8]。总体来说，国内学术界对较为典型的都市圈产业协同

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但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大多源于国外，针对国内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及特点尚

未形成系统的研究理论。同时针对成渝地区产业协同方面的研究不多、不深。 

2. 产业协同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2.1. 理论内涵 

产业协同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产业协同是指在一定的体制和激励机制下，产业由无序状

态演变成有机联系和互相支持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9]。既指同区域内产业结构要素的协调，又指不同

区域间产业结构要素的协同，还表现在产业转型与升级进程中产能转移的协同。其内涵主要表现为各产

业或产业集群子系统相互分工、协作、集聚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进而推动产业可持续、高质

量、系统化发展。不同产业或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市场或其他资源形成互补和协作，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空间链的优化配

置和提升。 
区域产业协同是指在优化完善各子系统协同利益机制的基础上，以形成创新协同为核心，通过调整

政策协同导向、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分工转移、合理配置要素分配、完善协同配套基础等一系

列方式，使得区域各子系统之间由无序发展为有序、推动产业系统转型升级发展、提高产业效率的过程

[10]。这一过程旨在通过多元产业协同形式，加强跨地域经济间的联系最终实现资源在投入和产出上的优

化。区域产业协同注重目标导向和整体效应，旨在展开协同创新与制造，同质对接、共融各区域间的产

业，引导产业横向转移、纵向转型，从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科学布局和系统发展。区域产业协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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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构建一个高效、科学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 

2.2. 实践意义 

协同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活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可以改善产业结构，

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途径和重要抓手，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施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的重要举措，对于区域提

升核心竞争力、资源优化配置、区域因地制宜发展、技术改革创新、区域品牌打造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经历了城镇化快速扩张和工业化加速演进的阶段，经济迅速增长、人口空

间集聚，带来集聚效应。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

的生活成本持续增长，由此制约了城市对高端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和技术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区域

产业协同能够破除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其对经济圈的高质

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区域产业协同不仅有助于强化经济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功

能，还可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综合比较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3. 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初步成效 

3.1. 成渝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背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有连接

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城镇密布、风物

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

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都优化调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体系，布局电子信息、

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现代交通、绿色低碳、大健康、新消费、现代农业等 8 个产业生态圈，主攻 28 条

重点产业链[11]。重庆市着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迭代升级制造业产业结构，全力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聚力打造 3 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升级打造 3 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

创新打造 6 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壮大 18 个“新星”产业集群[12]。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重大决策，2021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印发。两地相继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文件，如《发挥区(市)县改革创新主体作用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5)》《重庆四川两省市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 年)》等。在建

设现代产业体系方面：成都鼓励立足资源禀赋、参与产业协作，协同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拓展市

场空间、共提发展能级[13]；重庆关注支柱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纵深发展产业数

字化，持续提速数字产业化，特色农业建设等[14]。 

3.2. 成渝产业协同发展现状 

3.2.1. 产业结构优化 
近年来，第三产业已成为成渝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第二产业协同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如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等。成渝两地共建合作示范园区，推进产业布局优化、产

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同。成都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0 年 3.7:30.6:65.7 转变为 2023 年 2.7:28.9:68.4，第一

产业比重下降 1.0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1.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 2.7 个百分点[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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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0 年 7.2:40.0:52.8 转变为 2023 年 6.9:38.8:54.3，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0.3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1.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 1.5 个百分点[15] [16]。如表 1，成都市第一产

业增加值由 2020 年 655.2 亿元转变为 2023 年 594.9 亿元，相比 2020 年下降 9.2%；重庆市第一产业增加

值由 2020 年 1803.33 亿元转变为 2023 年 2074.68 亿元亿元，相比 2020 年增加 15.05% [15] [16]。成都市

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20 年 5418.5 亿元转变为 2023 年 6370.9 亿元亿元，相比 2020 年增加 17.58%；重庆

市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20 年 9992.21 亿元转变为 2023 年 11699.14 亿元，相比 2020 年增加 17.08% [15] 
[16]。成都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20 年 11643.0 亿元转变为 2023 年 15109.0 亿元，相比 2020 年增加

29.77%；重庆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20 年 13207.25 亿转变为 2023 年 16371.97 亿元，相比 2020 年增加

23.96% [15] [16]。 
 
Table 1.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f Chengdu and Chongqing from 2020 to 2023 
表 1. 2020~2023 年成都市、重庆市产业增加值 

 2020 2021 2022 2023 

第一产增加值

(亿元) 
成都 655.2 582.8 588.4 594.9 

重庆 1803.33 1922.03 2012.05 2074.68 

第二产增加值

(亿元) 
成都 5418.5 6114.3 6404.1 6370.9 

重庆 9992.21 11184.94 11693.86 11699.14 

第三产增加值

(亿元) 
成都 11643 13219.9 13825 15109 

重庆 13207.25 14787.05 15423.12 16371.97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2. 产业协同程度提升 
围绕产业要素集聚区，构建从研发、生产到服务的产业全链条，充分发挥区域中要素比较优势，带

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是优势区域充分发挥辐射带动功能的有效方式。为加强成渝双层经济圈产业协作

共兴、推进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都市和重庆市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和规划，并明确指出

了产业协同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路径，从规划层面积极推进成渝双层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经过多来的

改革探索实践，川渝两地已初步建立统一协同的规划管理体系、相互衔接的政策制度体系、分工协作的

产业合作机制、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建成全国首个跨省共建的

省级新区，共创全国首个中欧班列合作品牌。成渝地区通过建立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培育新型产业，共

享资源，发展关联产业，保持产业协同发展。 

3.2.3. 产业链融合机制逐步完善 
创新的推动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根本动力，协同创新通过区域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与构建协同

创新平台，在一体化机制的支撑下，实现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从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有

机衔接，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整合高校资源、促进科研院、高校以及企业相互协作、建设产学研一

体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动力，有利于经济圈更好发展产业，而且有利于区域产业链的融合。成都

和重庆属于特大的中心城市，已经有 200 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具备良好的创新资源现实基础。充分发挥

产学研优势，利用科技成果将其转化为产业链，才能实现区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依据《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协同创新指数 2023》，成渝地区协同创新总指数从 2020 年的 100 (基期)提升至 2022 年的 157.07，
增长了 57.07%。与此同时，川渝两地科技成果转化能量正充分释放，汇聚科技型企业近 7 万家、高新技

术企业 2.1 万家，川渝两地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突破 28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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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产业链协同程度较低 

表 2 给出了 2020~2023 年成都、重庆市三产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近年来，成都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持续下滑，第三产业占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重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

国比重总体上呈下滑趋势，第三产业占比呈倒“v”形趋势。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成渝地区第三产业

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总体上，成渝双层经济圈在国内产业布局中的相对地位并未明显上升，

甚至有所下降。尽管成渝地区致力于产业链的全面协同发展，但成效并不明显。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f Chengdu and Chongqing in the country from 2020 to 2023 
表 2. 2020~2023 年成都市、重庆市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 

 2020 2021 2022 2023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成都 0.84% 0.70% 0.67% 0.66% 

重庆 2.32% 2.31% 2.28% 2.31%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成都 1.41% 1.36% 1.33% 1.32% 

重庆 2.60% 2.48% 2.42% 2.42%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成都 2.10% 2.17% 2.16% 2.20% 

重庆 2.38% 2.43% 2.41% 2.38%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可能是由于缺少具有主导作用的产业引领平台，导致区域间产业链合作关系不够紧密，市场融合效

果不明显。成渝地区双层经济圈虽然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转型特征，但尚未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高效

产业协同分工格局，内部仍存在极化效应，为产业协同发展带来挑战。成渝两地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程

度不高，产业协同程度较低，重庆和成都两大核心城市产业协同合作机制仍待健全。成渝两地产业链政

策缺乏整体规划，过于强调本地产业链的完整性，忽略跨区域间产业链的合理分工与布局，上下游产品

配套和供应链也未考虑跨区域的比较优势。成渝两地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环节，在全球市场上缺

乏竞争力，说明成渝两地产业未能良好分工合作，削弱了整体竞争优势。 

4.2. 技术协同创新能力不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目前并没有构建创新共同体，两地科技创新交流不多，缺乏协作意识，无法将

技术产品创新、项目布局以及发展路径融合衔接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各种创新要素无法有序流动，而

且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缺乏紧密互动，协同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各地区技术创新联系不紧密、技术合作交

流不频繁、科技资源共享不充分、创新要素流动不通畅，欠缺高质量、高层次的产业协同创新规划和政

策，缺少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扩散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知识产权资源和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需

求之间的空间匹配度较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转化等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整合度不高，成为了阻碍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制造业没有建立协同创新基地，再

加上缺乏区域创新力度，也不注重人才培养，导致科技攻关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无法顺利实施。 

5. 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展望 

5.1. 强化区域产业链协同程度 

成渝经济圈要结合自身的环境优势、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在优化两地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高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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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主要做好两方面的产业协同规划，一是政策层面，明确成渝经济圈在发展中的主体

功能、产业定位及其分工；二是应用层面，明确各区域产业规划，做到集中部署。成渝经济圈产业协同

发展需要跨越多个省市、区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双城联动同时发力，要由各地区一致参与和努力，

同时也要确保政策、资金和制度层面上的支撑和扶持。两城市要加强协作，建立健全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从内部对产业运作提供专业的引导，以协调机制来推动产业发展，帮助两地更好地优化配套服务，打造

一支优势突出的产业集聚群。发展中，成渝两地要关注产业同质化以及同构化等相关问题，同时，两地

需对重大产业进行科学布局，做到错位协同。为促进良性竞争，成渝经济圈中需要建立产业服务以及信

息共享平台，搭建人力资源协同服务平台。 

5.2. 加强区域技术协调创新能力 

通过优化两地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移机制、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产学研协同和创新联合体、

推动政府间的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途径，进一步释放成渝产业协同新动能。首先，可设立成渝联合研

发基金，支持两地间的高新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特别是在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

通过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和技术转移机构，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确保研发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

务。其次，鼓励两地建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资金、市场等多方面支持，促进专精

特新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再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保障创新发展动力。复

次，通过在成渝地区设立产学研合作推进办公室，协调两地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联合培养、

项目合作等活动，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链条。最后，成渝两地政府可以在创新势能转化方面进行政

策对接和资源共享，如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共享的技术资源库等，确保两地的政策措施能够

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创新势能的转化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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