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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260.5亿元，这一数据全市领先。

取得这一成绩，两江新区工业的主战场——
鱼复、水土、龙兴三大园区功不可没。在重庆两
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导下，三大园区
加快“换挡提速”，三台“发动机”为两江新区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动力。

汽车“智”造与创新基地发力
推动汽车产值增长8%

位于两江新区汽博中心的重庆丰尚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是长安汽车的一家经销商。今年上
半年，在长安CS75 PLUS、UNI-T等多款车型
的带动之下，重庆丰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量
同比增长了30%，其中在6月单月销量达200多
辆。

“长安汽车近几年推出的多款新车，不仅搭
载了各种智能化技术，在发动机等核心部件方面
也表现不错，加之在价格上的优势，整体销售情
况得到了极大提升。”该公司总经理陈瑜说。

销售成绩逆市飘红，位于鱼复园区的长安汽
车全球研发中心功不可没。该中心与长安海内
外研发中心一道，协同开展产品开发及实验验
证，为长安汽车转型升级提供创新动力。

鱼复园区是重庆乃至西部地区的“汽车制造
与创新基地”，目前已基本完成“4＋X”汽车产业
布局，依托长安汽车、北京现代、上汽通用五菱、
小康工业（金康新能源、瑞驰新能源）四大整车项
目，引进韩国摩比斯（模块、零部件）、韩泰（高性
能子午胎），德国蒂森克虏伯（汽车高强钢）、大陆

（制动器）、科尔本（活塞）、曼胡默尔（滤清器、进
气支管），墨西哥诺玛科（发动机缸体缸盖），日本
矢崎（汽车仪表盘）等78个汽车零部件项目，垂
直整合产业链，建设西部最大的乘用车生产基
地。

今年2月份，鱼复园区围绕整车企业需求，
牵头梳理配套企业清单，协调供应长安等整车企
业的配套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促进产业链全速运
转，推动两江新区汽车产值增长8%。

下一步，鱼复园区还将强链补链固链，继续
抓住龙头企业、支柱产业不放松，依托现有整车
厂，吸引其中小微配套企业落户入驻，大力提升
本地配套率，进一步培育巩固壮大汽车产业集
群。与此同时，还将强化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
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方向发展，加快布
局氢燃料产业。瞄准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融
合化方向，大力支持基于5G技术的车路协同场
景化建设，引进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项目，着力
提升汽车产业高端化发展水平。

瞄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
大健康产业云计算中心加速布局

今年3月，位于两江新区水土园区的重庆新

赛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4种新冠肺炎病
毒快速检测试剂获欧盟CE准入，销往多个国家
和地区，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快速、精准、高效的
检测。

疫情发生以来，两江新区加大对生物医药、
医用防护用品及医疗服务保障等相关产业的招
商力度。3月14日，两江新区举行大健康·生物
医药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云签约”活动，现场
签约项目7个，总投资83.18亿元。

一批大健康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覆盖了生物
技术、肿瘤类器官库打造、医药检测、疾病筛查治
疗等生物医药的重点产业链条，而这些项目绝大
部分落户在水土园区。

在两江新区发展规划中，“生物医药产业”正
是水土园区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在水土园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同样
强劲。

以京东方、万国半导体等为代表的电子企
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一方面，利用库
存原材料，加大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加快
自身科技研发能力提升，在更广的范围内争取
订单。

龙头企业示范作用明显，新区电子信息产业

在上半年破危机、寻新机、显生机，实现产值增长
5.4%。

与此同时，水土园区还同步加速建设云计算
中心，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石。

如今，水土园区已经汇聚了腾讯、浪潮、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两江云计算、重庆有
线、腾龙、万国数据、远洋等10大数据中心。这
些数据中心协议总投资达385亿元，设计总容量
9.6万个机柜。

截至今年上半年，腾讯一期、浪潮一期、腾龙
一期、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两江云计
算均已建成投运，形成约16000个机柜，加电约
12500个机柜。

未来，水土园区还将以“芯屏器核网”“云联
数算用”及生物医药为招商重点，以支柱产业补
链、提质、增量为抓手，打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国际数据港产业集群，同时引领带动永川、广安、
南充等毗邻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四个协同”助力“智慧之城”建设
已吸引国内外20多家大学大院大所

5月9日，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召开，

市委、市政府赋予了两江新区最新定位——建设
重庆智慧之城。位于龙兴园区的两江协同创新
区正按照产业、人才、生活、生态“四个协同”高标
准推进规划建设，目前已吸引国内外20多家大
学大院大所入驻，部分科技成果已经进入产业化
阶段。

协同创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30平
方公里的两江协同创新区内，西北工业大学重
庆科创中心、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华东
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等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力
争到2022年，协创区累计引进高校及科创机构
40余家；集聚科技创新人才6000人以上；建设
省部级以上研发平台30个；申报发明专利400
件；完成成果转化100个；孵化科技创新企业50
家。

龙兴园区还确立了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
创新生态新城的功能发展定位。航空航天产业
方面，已引进东方红低轨卫星、重庆通航集团、
零壹火箭、金世利钛合金、华夏航空等项目。科
创产业方面，已引进长安新能源科创园、金康新
能源汽车研究院等，两江龙兴总部城承接协同
创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过渡办公，已入驻西北
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
新中心、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等
科研院所。

龙兴园区有关负责人称，下一步龙兴园区将
携手协同创新区实施双轮驱动，共创科技之城、
生态之城、智慧之城和未来之城，助力协同创新
区早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陈钧）

两江新区工业园区“换挡提速”

三台“发动机”释放新动力

本报讯 （记者 罗芸）7月21日上午，綦江区下半年
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投资总额达215亿元。本次集中
开工的卫星能源部件生产、智慧城市物联网等9个工业项
目，将进一步推动这个老工业基地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
升级。

为争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綦江区紧
盯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引资、紧抓进度推动项目建设，上半
年工业投资逆势上扬，增幅位居全市前列。“作为一个老工
业基地，更需要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区域发展积蓄后
劲，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力。”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
人介绍。

此次引入的重庆开拓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将投资10亿
元生产卫星能源系统及整星系统。卫星能源系统包括太阳
电池阵、蓄电池组、电源控制模块，是直接影响卫生寿命、功
能的重要组成系统。

“投产后，我们主要通过自动化智能生产，将形成年产
150平方米太阳电池阵、15万瓦时蓄电池组及100套电源控
制模块的生产能力，可以为100颗整星、星座运管和卫星数
据提供关键元件。”重庆开拓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该项目产品将主要运用于遥感卫星系统，最终实现卫
星数据的消费级商业化运用。正式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
达到15亿元，税收4500万元，解决就业约200人。

与此同时，投资18亿元的綦江区物联网产业应用示范
园将立足5G，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相结合，为智
慧城市提供设计、建设、运营、运维综合集成服务的平台，项
目投产后可解决就业100人。

此外，围绕已有的铝产业园引入的哈斯特再生铝项目；
围绕建筑绿色建材等引入的中民筑友綦江绿色建筑科技
园、吉邦材料科技项目等一大批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工，也将
为綦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綦江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涉及卫星部件生产、物联网等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7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2020年上半年，我市跨境
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合计达727.6亿元，同比增长50.3%，
增速较同期全国整体水平高出14.6%，累计结算量位列中
西部第一、全国第十位。

据介绍，外贸企业选择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不仅
可有效规避外汇汇率风险，还能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今年
以来，更多重庆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扩大与周边国家、非洲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
跨境使用。

例如，手机市场主要在非洲的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在
银行帮助下疏通了跨境人民币结算路径，人民币收入在其
出口收入中的比重由2018年的36.2%逐步上升至2020年
的100%。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收取人民币出口货款11.7
亿元，同比增长1.1倍。

重庆一家疫苗进口企业，其进口业务全部采用人民币
进行跨境结算。今年上半年，公司共计支付人民币进口货
款37.2亿元，同比增长1.8倍。

数据显示，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增长拉动，上半年
重庆与周边20个国家发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116.9
亿元，结算量同比增长69.5%；与“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
家发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145亿元，结算量同比增
长71.4%。

与此同时，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也越来越方
便。疫情期间，重庆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提供线上跨境人民币结算服
务，为企业简化海外捐赠、防疫物资进口付款等跨境人民币
业务办理流程与材料审核流程，提高办理效率。据统计，目
前，我市超七成银行已提供线上办理跨境人民币与外汇业
务渠道；今年上半年，全市各银行按便利化流程累计为50
家企业办理1244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共计达87.3
亿元。

727.6亿元！上半年重庆跨境
人民币结算量位列中西部第一

□本报记者 白麟

7月21日上午10点，重庆戴卡捷力轮毂
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内，传送带上银
光灿灿的轮毂整体排列。这些轮毂下线后，
将被送往沃尔沃成都工厂。

同一时间，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新中心，来自四川富临精工的研发团队正
和青山技术团队热烈讨论着。他们共同推动
的汽车变速箱一款重要电磁阀的技术自主
化，即将获得成功。

前不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汽车产业
链供需信息对接平台也正式上线。在该平台
上，整车企业可发布零部件需求，零部件企业
可上传企业产品情况。企业还可通过平台显
示的联系方式，直接与相关企业对接联系，迅
速实现供需配套。

……
一首汽车产业间的“协奏曲”，正在川渝

两地间奏响。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国重

要的汽车产业聚集区，川渝汽车产业链的协
作配套，已进入技术、研发、人才等领域深度
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深度合作打开协同发展新格局

三年了，青山工业副总经理马雄记不清
富临精工的研发团队到访了多少次，只记得
他们每一次都会待上两周左右，跟青山的技
术人员几乎是形影不离。

近年来，青山工业重点推进汽车变速箱
产品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化，富临精工作为一
家电磁阀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同时又是四

川企业，自然成为了青山工业配套合作的首
选。

此前，青山工业该款电磁阀为全进口。
为了实现产品技术自主化，双方团队经常在
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最终，这块“硬骨头”
被他们啃了下来。电磁阀试制产品完全达到
了青山的采购标准，预计明年下半年将实现
量产。

青山工业与富临精工的合作，只是川渝
汽车工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片段。

四川建安工业是长安汽车的配套商，每年
对长安销售额达10亿元，占建安年销售额的
40%。建安工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的研
发中心还有另一块牌子：长安汽研院分中心。
双方在协同研发上的紧密关系可见一斑。

成都毓恬冠佳也深度参与了长安逸动、
CS75、睿骋CC等系列车型的配套。该公司
负责人称，相关配套项目往往都是从立项阶
段就提前介入，与长安协同设计研发。

此外，戴卡捷力为四川的一汽大众、一汽
丰田、吉利等提供深度定制轮毂；小康集团与
成都莲洲科技就模型制作材料领域展开密切
合作；江淮汽车、坤鼎车业、海特汽车等两地
车企及配套商之间，实现了智能化协同设计
和制造……数不清的案例背后，呈现的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汽车产业合作，早已从单
纯的订单往来，发展成为同步规划、同步开
发、同步量产的新格局。

两地汽车产业互相陪伴成长

川渝汽车产业链如今的深度协作态势，
既源于两地间长期形成的产业互信关系，也
得益于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各项
举措。

20世纪80年代末，四川华川电装就开
始与长安合作。长安第一款奥拓车的雨刮总
成、交流发电机、起动电机、风扇总成等5款
电机电器件，都是华川生产的。而建安工业
上世纪90年代建厂时，也得到过长安的直接
支援。

戴卡捷力董事长曾平表示，从2011年公

司投产开始，就为四川第一个引进的整车企
业配套，“可以说川渝汽车产业，是在互相陪
伴下成长起来的。”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介绍，2019年，重庆
生产汽车138万辆，实现产值3227亿元；四
川全省生产汽车111.7万辆（含成都一汽大
众），产值近3000亿元。两地汽车产量占全
国比重超过10%，为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
群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地在汽车产业发展路径上各有侧重，
并已着手研究针对性政策，促进产业补链成
群。”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已形成
了以长安系为龙头，十余家整车企业为骨干，
上千家配套企业为支撑的“1+10+1000”优
势产业集群，具备年产400万辆的综合生产
能力，在发动机、变速器、制动系统、转向系
统、车桥、内饰系统、空调等各大总成方面有
较完整的供应体系。

四川则持续加快汽车产业中高端产品导
入，整车企业包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
神龙、沃尔沃、吉利等。零部件企业涵盖了动
力传动系统、底盘悬架系统、电子电器系统、
车身及内外饰等产业链各个环节。

两地产业交叉互融，一体化程度正不断
提升。

以长安和小康为例，目前长安在四川省
有数十家供应商，60多家经销商。小康在四
川省的配套企业有37家，年采购金额约13
亿元。

马雄介绍，青山工业目前对四川方面6
家公司进行稳定采购，还在成都设立了分公
司，整体年采购金额达到5亿元。马雄表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使得两地
产业合作进展加快，预计2022年以前我们采
购金额还将翻倍。”

除了业务层面，两地企业间人才交流也日
趋紧密。如电子科大博士生可到长安汽车来
工作锻炼，研究生可在中国汽研进行工程实
习，而中国汽研的工程师等储备人才则可推荐
到电子科大深造。小康集团计划与电子科大
进行5G+汽车方面的产学研合作。长安汽车、

华晨鑫源、北京现代重庆分公司等企业也在
四川省开展学生实习项目以及人才招聘。

共克时艰携手走向未来

川渝汽车产业的合作，不只是注重现实
的利益结合，更是放眼长远、充满人情味道的
互助和支撑。

年初受疫情影响，四川建安工业、华川电
装等企业均在生产交付和资金方面遇到困
难。对此，作为主要客户，长安、小康、隆鑫、
英特等重庆企业送来了一场“及时雨”。

重庆整车企业率先开展复工，并和川渝
两地政府部门积极协调，解决了华川电装的
物流车辆调度、产品准入等问题，对该公司准
时交付产品起到了关键作用。

建安工业市场营销部部长岳俊刚表示，
当时国内很多主机厂都因为疫情影响，选择
延迟给配套商打款。但长安却在2月中旬提
前打款，解了配套企业的燃眉之急。

“自主品牌要迈向高端制造，产业链任
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短板，我们全力支持川
渝两地配套企业，既是出于情谊，也是理性
判断的结果。”马雄表示，该公司在保障质
量、成本和交付的前提下，对配套商保持稳定
配套份额，并帮助配套商形成多线支撑的业
务格局。

在研发方面，富临精工等配套商一开始
没有足够的产品开发验证数据支持，青山工
业毫不犹豫，将自身掌握的数据与富临精工
共享，让富临精工的研发团队十分感动。

除了在生产、技术方面的支持，重庆整车
企业还在四川开展了直接投资。2017年，小
康集团收购湖南容大变速器公司及所属泸州
容大变速器公司，将这两家公司的变速器板
块与小康集团汽车整车板块进行衔接，2018
年基本实现扭亏，2019年生产1.5万台变速
器，产值1.2亿元。未来，泸州容大将具备年
产15万台产能，预计年产值10亿元。

未来，川渝两地将更充分地发挥汽车产
业资源优势，提升配套合作、推动技术创新，
产业链协作之手将越挽越紧。

同步规划 同步开发 同步量产
川渝汽车产业进入深度融合发展新阶段

在沙坪坝工业园A区的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装配汽车。目前，小康在四
川省的配套企业有37家，年采购金额约13亿元。（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两江基地乘用车工厂焊接车间整车线，机器人繁忙有序。目
前长安在四川省有数十家供应商，60多家经销商。（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