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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 创新能力增强 驱动数智应用

重庆加速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8.2%，工业利润两年
平均增长28.5%，后者高于全国平均10.3个百分点——
刚刚过去的2021年，重庆工业经济“成绩单”亮眼。这份
成绩的取得，与重庆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创新能力、驱
动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等为抓手，加速建设国家先进制造
业中心息息相关。

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澎湃的发展动力

2月10日，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司全部生产线复
产，多条智能化生产线“火力全开”——工人只需按下生
产线旁边的圆形红色按钮，一块块木板随着机械运往滚
动的履带，然后数十台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开始对木板
进行冲切、加工，最终一道道精美的木门逐次下线。

以前在同样位置忙碌的是百余名工人，如今通过生
产线改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只需20人左右即可完成所
有工序，产品生产周期缩短近2/3，综合成本下降30%。

产业结构升级，给企业增添澎湃的发展动力。重庆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及优化产品结构，成为
销量、营收和利润三个业绩指标全面增长的全国性啤酒
企业；重庆钢铁集团通过开拓新领域、新市场，去年共开
发10多个新产品，新增授权专利近50件，新签合同订单
量及新产品销量均大幅增长。

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去年全市汽车、电子、装备、
生物医药等行业增加值增速均超过10%，材料、消费品
等行业亦保持了较快增长。

创新让一批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一块普通玻璃，经过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惠科金渝）加工，耗时15天，就能成为液晶
显示屏，“摇身一变”身价倍增。在惠科金渝生产车间，每
天都上演着“玻璃变形记”。

惠科金渝负责人介绍，将普通玻璃制成液晶面板的
生产流程全是智能化。目前，这家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
总人数的比重达到40%。创新，让企业产量大幅提升，
产品质量越来越好。

通过创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的渝企还有不
少。例如，去年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
完成了与德国博世集团联合开展的氢燃料轻卡研发，并
联合研发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和动力总成。

立足既有的产业基础，渝企通过创新研发进一步延
长产业链，带动生产经营持续向好。重庆华峰化工有限
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向终端产品延伸，其生产的氨纶等新
材料产品已在全球市场掌握“话语权”。

通过创新，一大批产业项目带动全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速崛起。截至去年底，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2%、18.1%，有效改善了全市
工业经济结构。

大数据智能化带动质量和效益双提升

大屏实时显示各项数据，整个生产过程清晰可见；原
物料供应、仓储物流等环节联动，“车间大脑”自主决策时
序、产品数量……这样的智能生产场景，在重庆企业中随
处可见。

在“智造重镇”建设中，重庆通过实施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再造发展新动
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两个方面均迈出坚
实步伐。

以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得益于多年持续大
手笔投入智能化转型，截至去年底，这家重庆汽车产业龙
头企业已掌握200多项智能化核心技术，70多项智能化
功能在量产车型上搭载。

大数据智能化牵引产业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尝到
“甜头”。比如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重庆
建工建材物流有限公司，原本主要生产预拌混凝土，近年

该企业通过实施智能化转型，“转身”为网络平台服务供
应商，其推出的公鱼互联云平台已为国内上千家混凝土
产业链企业提供服务。

正是看好重庆工业门类齐全、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
丰富的优势，飞象、海尔卡奥斯、树根等一批工业互联网
头部企业已先后在渝布局。截至去年底，全市建成智能
工厂105个，数字化车间574个，累计推动10.1万家企业

“上云、用数、赋智”，实现生产效率提升59.8%，带动运营
成本、不良品率和能耗等多项指标大幅下降。特别是随
着“5G+智能制造”全面展开，重庆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两
化融合”综合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7位。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记者2月20
日从市大数据发展局获悉，截至 2021 年底，我市
上云的企业超过 3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四分之
一，相当于每四家重庆工业企业中就有一家上
云。受此推动，截至2021年底，我市累计建成105
个智能工厂和 574 个数字化车间，重庆数字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7%，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

重庆工业企业上云比例高，首先源于我市全力推
动新基建布局。截至2021年底，全市已形成45万台
服务器支撑能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带宽达到
590G，骨干互联网直连城市增至38个；建成5G基站
7.3万个。

其次是汇集了一大批工业互联网专业服务
商。近年来，我市集中打造忽米网、吉利等 10大
工业互联网品牌，积极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顶级节点（重庆），为工业企业上云提供技术
支撑和平台。截至 2021 年底，重庆节点标识注
册量累计突破 60.7 亿个、解析量累计达 34.7 亿
次，其中标识注册量同比增加 5962%，增速全国
第一。

同时，为支持企业上云，我市还给予了相关的金
融支持。由市大数据发展局牵头建设的“渝快融”，依
托重庆市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有效解决了全
市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截至2021年底，“渝快融”
注册用户达27.3万户，助企融资超400亿元。

每四家重庆工业企业中就有一家上云

2月 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广达（重庆）公司，工人
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记者2月19日从
市招商投资局了解到，2022年，全市招商到位资金目
标4200亿元，其中工业占比超过40%；合同引资目
标1.85万亿元，其中工业8500亿元。

2022 年，全市招商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巩固提升支柱产
业；三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四是促进现代服务
业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制造业是重中
之重。

“市级招商部门要重点关注新能源及智能
网联汽车（制造、服务、生态）、集成电子电路（功
率器件、MEMS 传感器、新型高端电子元器件）、
新型显示、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招商。”市招商投资局负责人表
示。

以智能新能源汽车为例，今年重庆计划举办智能
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力争把重庆打造成智
能新能源汽车生态城、科技型企业成长地、产业转移
理想承接地，同时大力引进核心企业，标志性工程和
关键项目。

为完成上述目标，重庆将以首批6个全市重点关
键产业园为重点，点面结合探索建立以“一个产业链
（集群）、一个工作专班、一个工作方案、一个特色园
区、一个智库支撑、一个投资机构、一个责任机制”为
主要内容的“七个一”产业链（集群）招商及企业服务
工作机制。

今年重庆招商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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