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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0_A0_E6_80_A7_E8_c67_219922.htm 一、大视野解读新使

命，履行好新责任 站在科学发展的新起点，胡锦涛总书记为

重庆“导航定向”，赋予重庆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

务，明确了重庆新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总书记的“导航定向

”，把重庆的特殊市情、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功能、在长江经

济带中的作用与中西部惟一直辖市的特殊使命统一起来，更

加凸显了重庆的战略地位和历史责任。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

增长极，主要是率先转变增长方式，打造1小时经济圈，培育

起可以标志中国西部产业方向的高地，使重庆在西部大开发

中发挥更大作用、担当更大使命；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

中心，主要是围绕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引导要素高度聚集和

强劲辐射，使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发挥更强大的综合服务和

带动功能；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主要是探索破解中

国数千年未解的“三农”重大历史命题，通过大城市带大农

村，为中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共建共享繁荣勇探新路。

有机统一的三大定位最终落脚到重庆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

面小康。要实现三大定位和一大目标，必须扎实推进四大任

务，搞好新农村建设，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大文章；造好产业

舰，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解好民生题，构建起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好大都市，发挥好综合服务和辐射带动作用，实

现“更好”与“更快”的有机统一。 重庆能否胜利完成中央

赋予的新使命，主动权在我们，出路也在我们。我们必须以

更大的改革勇气，更卓越的发展智慧，更高超的调控艺术，



充分发挥中西部惟一直辖市的体制优势，在更高阶段、更广

领域、更高层次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整体跃升做出更大贡献。 二、高起点深

化新部署，谋划好大思路 建成西部最大的产业高地，率先实

现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企业集

聚带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带来人口集聚，人口和产业集聚

推动城市群形成，集聚的过程就是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

的过程。因此，围绕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我们要按照

市委二届五次全委会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5444”决策，

推进一批百亿级、十亿级重大工程，集聚形成上游中游下游

的产业链和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群，做强中国汽车名城、摩

托车之都、铝加工之都和装备制造业基地等4个全国知名的产

业基地，建设天然气及石油化工、纸业和玻纤等3个西部最大

的产业基地，培育材料、轻纺食品和高技术等3个西部重要的

产业基地，到2020年造就3至5个千亿级、30个以上百亿级企

业“航母”，推动重庆成为西部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围

绕培育西部产业高地，推进城市规划科学化、城市建设集约

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着力打造1小时经济圈，建成功能完善

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优化的产

业体系、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体系，使之成为西部地区重要

增长极的核心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主要载体、统筹城乡

发展的战略平台和“一圈两翼”互动并进的强大引擎；有效

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作用，培育成为功能互补的大城市和新

兴产业基地；加快发展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城镇群和以黔

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城镇群，形成串珠状、富特色的生态化、

网络化城镇体系。依托重庆1小时经济圈、成都经济圈及其毗



邻城镇群，着力打造成渝经济区，使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

由2006年的5%提高到2020年的9%以上，成为国家新的增长极

。 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级，率先实现中心城市功能转型，加

快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的重要标志是服

务业高度发达，要按照第二次党代会和市委二届二次全委会

“建中心、奔小康”三步走战略，抓住全球服务业加速转移

之机，实现城市功能由生产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服务范围从

市域拓展到长江上游乃至西部地区，服务能级从低端提升到

高端，服务目的从一般辐射跃升到发展引领。建成西部最大

的综合交通枢纽，形成“二环十射”高速路网，实现“4小时

重庆”；完善“一枢纽十干线”铁路网，实现8小时到上海

，5小时到广州，3小时到兰州，1小时到成都，朝发夕至北京

；形成“一大三小”空港格局，把江北机场培育成国家区域

性枢纽机场；打造三大枢纽港区、五大重点港区，建成长江

上游航运中心；构建“五横、六纵、一环”城市快速路网，

实现客运交通与轨道交通、城市铁路无缝换乘，打造快捷城

市。建成坚实的能源资源供给系统，发展水电，优化火电，

推动核电、风电和生物质能，完善电网，推进“泽渝”工程

等大中型水利项目，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能源

资源保障体系。培育西部生产性服务中心，加快建设商贸物

流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西部创新高地。打造西部宜居城市

，建设美食之城、休闲之城、生态之城。 积极破解“三农”

问题，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发

展的直辖市。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面向全局、面向未来的重

大战略，统筹城乡在全市范围有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问题

，在每个区县也有一个以城带乡的问题。要按照市委二届七



次、九次、十次全委会总体部署，整体设计、试点推进，扎

实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深化城乡户籍、土地管理和

利用、社会保障、公共财政、农村金融和行政体制等重点改

革，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定粮食生产，培育

壮大龙头企业，分类发展特色农业，着力打造西部著名的优

质水果、畜禽产学研、苗木药材、风味食品和调料等农业产

业化基地；加强培训基地建设，塑造全国知名的劳务品牌，

加强劳务转移服务，引导农村人口内聚外迁，把劳动力优势

转变成经济优势；统筹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城乡衔接的

交通网络，加快农村水利化，提高农村能源保障水平。加快

构建三峡新库区，促进库区产业发展和移民安稳致富，建设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全国水资源储备基地，使三峡库区

由工程建设保障地提升为全国性公共产品提供区，由生活艰

苦和生态相对脆弱地区变成生活富裕和环境优美的新区。 突

破薄弱环节，率先实现全面小康，为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提供示范。重庆要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机遇与挑战并

存。从外部来看，虽然重庆在产业竞争力、区域创新力、城

市居民收入、社会发展指数等位列第1，人均财力、城镇化率

、商业环境、综合科技进步指数等位居第2，但各地都在提速

发展，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因此，重庆“加快”、“率

先”压力很大。从内部来看，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城

乡、区域差距大，2006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大于

全国的3.3∶1；主城区人均生产总值近3000美元，而库区部分

区县低于800美元。因此，我们必须咬定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不放松，实现率先发展；全面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实现和



谐发展；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实现全

面发展；坚持区域互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协调发展

。力争到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6000亿元，基本建成西部地区

产业高地、综合交通枢纽和通讯枢纽，城乡统筹发展初见成

效；到2015年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基本建成长江上游金融

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教文卫中心，在1小时经济圈实现全

面小康，带动全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到2020年

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基本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

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三、创造

性落实新举措，争取出大成效 系统地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科学

发展思路。进一步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形成一

批前瞻性强、操作性强的重大研究成果，明晰发展目标，细

化发展思路，论证实施时序，提出政策举措，“定时、定量

、定性”三结合，使每一项战略要求都落到实处。近期重点

完善1小时经济圈规划，形成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

区推进方案，研究出台有关户籍、就业安居、社会保障、土

地、财税金融等政策，优化跨区域的综合性重大经济行为和

产业布局。 系统地滚动策划和储备一批重大战略项目。要切

实肩负起新使命，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投资仍须担当主动力

。除“十一五”已规划的650个、投资规模1.5万亿元的重大项

目库外，力争每年新储备1000亿2000亿元的重大项目，通过

滚动推进一大批重大项目，使部分产业跻身西部前列、全国

一流、世界水准，使重庆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均等化基本公

共服务。着力形成可持续投入机制，争取2006-2020年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10万亿以上，通过项目几何级的投入，推动

经济体量、民生福祉几何级的提升。同时，围绕实现重庆新



使命，完善思路、制定方案，争取国家更多的改革创新试验

，更多国家区域性调控中心或中央大型企业区域性总部落户

，更多重大战略骨干项目布局，更多参与国家垄断性资源开

发和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着力把重庆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交

易成本最低、交易平台最完备、交易效率最高、交易最安全

的资源要素集散中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