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经开区于1993年经国务院批
准设立，是中国西部最早设立的国家级
经开区，历经三次创业，现拓展区域位于
重庆主城东部“生态之城”核心区，管辖
面积93.95平方公里，承担着带动重庆
主城东南片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
务。

“我们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重庆主
城的东南门户、南向大通道的起点，是重
庆中心城区东部槽谷的核心引领区，汇
聚广阳岛、长嘉汇两张重庆城市新名
片。”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域
内布局有重庆最大的客运枢纽重庆东

站、铁路东环线，到江北国际机场仅15
分钟车程，铁、公、水、空、轨道多式联运，
拥有通达、便捷的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

同时，重庆经开区山水一体、岛湾一
统，江峡相拥、峰谷交错，大山大水大城
浑然天成，南山、铜锣山、明月山“三山”
环绕，森林覆盖率超过50%，拥有全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双创示
范基地、绿色金融改革先行示范区等“国
字号”金字招牌，在全国绿色化、产业化、
智能化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创新示范。

重庆经开区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等开放平台政策优势于一
体，国家级产业基地支撑强劲，政策红利
加速释放，开放环境优良，是重庆中心城
区不可多得的投资宝地。

2021年，重庆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460.5亿元，同比增长8.3%；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272.8 亿元，同比增长
10.7%；实际利用外资14.9亿美元，同比
增长36.6%；进出口总额实现83.2亿元，
同比增长12.9%。2022年上半年，重庆
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231.9亿元，同比
增长6.6%，分别高于全国和全市增速
4.1个百分点、2.6个百分点，增速排位全

市第三，与两江新区并列开放平台第二。
当前，重庆经开区正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战略部署，突出“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聚焦“智慧+”“创新+”“绿
色+”，构建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绿色产业等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打造产城景人融合发展的广阳湾
智创生态城。

“可以说，重庆经开区目前占据了天
时地利人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
遇期、跨越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来重庆经
开区投资兴业正当时。”重庆经开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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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软环境 夯实发展硬实力

重庆经开区 诚邀客商共谋发展共赢未来
夯实硬实力

以创新推动产业高水平集聚发展

微软、高通、美的、阿里、京东、华为……在重庆经开
区，国际知名企业、科技型企业纷纷入驻。它究竟有何
魅力，能让这么多“巨头”青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重庆经开区科创水平的不断提升。

作为重庆市三大科技创新平台之一，重庆经开区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扣开发区主业主责，全面聚
焦高质量建设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产业高水平集聚发展态势越加显现。

去年，为加快培育创新主体，重庆经开区实施了科
技企业成长工程，新增科技型企业138家、累计达到595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6家、累计达到175家，新增2家
市级孵化器、累计达到22家。

重庆经开区在强化科技创新方面大动作不断：推动
邮电大学“省部共建大数据智能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启动广阳岛长江生态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市
级站申报，支持脑与智能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建，新
增重庆建安仪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市级以上科技
平台4个，力合重庆星空众创空间、京东云（重庆）创新中
心纳入国家众创空间备案，高质量现代公路国家级创新
平台集群能力提升项目、沙漠土壤化生态修复与土地利
用、长江模拟器等5个项目入库2022年度重庆市科技创
新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加快国家智能产业密码应用示
范与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成功申报重庆市首批网络安全
人才培训基地，组织建设川渝区域性密码应用与创新示
范项目29个，申报专项资金1.5亿元。

2021年，重庆经开区创新主体不断壮大，电子信息
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基础雄
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实现倍增，专利申请、
授权总量突破1万件，实现创新发展新作为。高盛资本、
腾讯、华为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中铁建、中能建
等央企投资项目纷至沓来，台达电子、远达环保等行业
百强企业扎堆集聚，谊品弘科技进入全球独角兽500强
榜单企业，外贸进出口企业达450余户，今年1-5月FDI
在我市国家级开放平台中排名第一。

“我们将持续以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发展集群化。”重庆经开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24年，南岸区、重庆经开区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超过60%、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2%、重大新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0%；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速发展，产值年均增长12%；创建技术创新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高质量建设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绿色
制造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0%以上；年均新增
规上制造业企业20户以上，工业总产值迈入千亿俱乐部。

“在重庆经开区奋进新征程的路途上，我们诚挚邀
请广大企业、客商到重庆经开区投资兴业。”重庆经开区
相关负责人说，重庆经开区将提供最优的政策、最好的
服务、最强的保障，让所有前来投资的企业和企业家宾
至如归、共赢发展。

华为（重庆）物联网创新中心、拓
维信息全国物联网总部入驻迎龙创新
港，加快建设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全力
助企纾困，多措并举吸引人才，今年1-
5月FDI在我市国家级开放平台中排

名第一……
近年来，作为重庆市深化“放管

服”改革试点区，重庆经开区全力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全面聚焦高质量建设广阳湾智

创生态城，围绕“智慧+”“创新+”
“绿色+”，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发展集群
化，高通、网易、阿里、京东等世界
500强企业纷纷落地，重庆经开区也

成为不少企业眼中的“创新投资首
选地”。

如今，奋进在“十四五”新征程上，
重庆经开区期待与更多企业、客商一
道，阔步向前，共谋发展、共赢未来。

近日，在重庆经开区台达电子西部生
产基地项目工地，机器轰鸣，数十台机械
设备正在分工作业，埋坑、填土、压路……
处处呈现出“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
怠”的火热场景。

据了解，台达电子西部生产基地项
目占地457亩，项目主要以新能源汽车
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电源器件制造为
主，预计2024年底投入生产。

“我们之所以落户重庆经开区，看中

的就是重庆经开区优良的营商环境。”台
达电子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生产的产品
很大一部分销往国外，因此海关通关流程
的便利度直接关系着企业产销效率。

重庆经开区不断深化“放管服”改
革，紧紧围绕企业诉求，为企业节约流动
资金成本、缩短物流周期、降低原材料供
应成本等提供巨大助力，推动台达电子
笔记本电脑电源项目尽快实现生产运
营。预计项目达产后，5年内实现百亿
级产能。

类似台达这样的贴心暖心服务，在
重庆经开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近年来，重庆经开区立足于创造更
便利的市场环境、更高效的投资建设环
境和更优质的政务环境，围绕如何健全
更加开放透明和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
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
利度、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等方
面，努力创新具有开发区特色的改革举
措，在完成市级重点改革任务的基础上，
提出6项创新改革举措。

同时，主动关心关爱企业家，积极倾
听企业心声，帮助企业家解决实际困

难。完善《重点企业联系服务制度》，定
期深入企业收集存在的重难点问题，建
立台账，推进办理落实。组建了“专人
办、帮代办、上门办”团队，还率先推行

“一企一策”“未诉先办”机制，在政务服
务大厅新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针对
企业不知道“找谁办、怎么办”、因违反规
定“办不了”、缺少关键要件等“很难办”、
办事人员怕担责“不给办”等“办不成事”
的情况，分别对症下药，进一步提升政务
服务的深度和品质。

2021年，重庆经开区政务服务满意
度有力提升，其中企业群众主动评价数
据累计11662条，满意率100%，差评整
改率、回访率达到100%。

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持续抢抓重庆建设国家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城市机遇，进一步聚焦市场主
体关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实
施“互联网+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强
化企业服务保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的水平与实
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软环境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多重优势叠加
打造重庆创新投资首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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