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软环境和硬环境上
同时发力

炎炎夏日。仙桃数据谷鳞次栉比的写字
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高楼旁边的诸个工
地上，则是一派繁忙景象。

按照进度安排，到今年8月底，集成电路
设计产业核心区“小蛮腰”“指环王”将全面投
用，软件信息产业核心区商业商务楼宇、元宇
宙产业核心区商业商务楼宇将全面完工。到
本年末，大数据产业核心区5A级写字楼及裙
楼将投用；明年7月，四星级洲际假日酒店将
投用，明年底，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核心区五星
级洲际华邑酒店将启动建设，2024年7月全面
投用……

除了新载体打造，渝北区还将在存量楼宇
的提档升级上狠下功夫。按照《渝北区软件产
业振兴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该区将由国有平台公司牵头，收储一批商
业楼宇或园区，进行集中打造。其中，渝北临空
投公司将牵头打造北城国际大厦，空港新城公
司运营即将竣工交付的临空金融总部大厦。

这批楼宇和园区将引入职业化、专业化运
营管理团队，提升楼宇招商引资、企业服务、运
营管理等能力，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生态。为形
成示范带动效应，渝北将在部分存量楼宇先行
先试挂牌“软件产业楼宇”，推行“楼长制”，由
该片区分管区领导担任楼长，全力加速推动楼
宇收储装修、改造扩容、配套建设等，以此来打
造“拎包入住”环境，让企业全方位享受“一站
式”入驻及全流程发展服务。

从“硬环境”上，通过新建楼宇和存量楼宇
提档升级，为软件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空间载体
在“软环境”打造上，渝北更是倾尽全力。

例如，该区将在区级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
金中，安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专项扶
持资金；加强与大院大所的产学研合作，创新

“企业专班”等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培养输送系
统架构师、软件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集成电
路设计师等人才；建立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
学等绿色通道，以此来吸引专业人才落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软件企业的引导和
培育上，渝北区体现出令人称赞的专业性。例
如，为了给入驻的软件企业提供更多应用场
景，渝北正以建设全市首个元宇宙先导试验区
和元宇宙产业生态园为契机，试点推出政务服
务、商圈、文旅、体育等5个开放领域元宇宙应
用场景。

同时，渝北将聚焦汽车、电子、金融、医疗、
教育等重点行业，针对数字化转型、智慧政务、
智慧城市、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的
市场需求，引导区域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滚动发布应用场景清单，鼓励、补贴入驻存量
楼宇的企业承接场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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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存量楼宇面积50万平方米 新增软件企业700家 新增从业人员5万人

渝北 3年内软件和信息业规模将达7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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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业界大名鼎鼎的北斗星通集团，通过入股位于渝北的重庆深渝北斗电子有限公司，“试水”山城软件产业，并于6年后，将后者的全部股权收入囊中；
2019年，北斗星通集团在渝北成立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智能网联汽车事业板块的全国总部，并在前沿科技城征地百余亩，建立北斗智能产业园，吹

响向全国市场进军的号角；
2020年，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渝北注册成立奥莫软件有限公司，作为其软件总部基地。一年后，该公司又在渝北成立锐驰智光(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车载激光雷达项目；
最新消息是，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的国汽智端项目，将在渝北设立子公司，在上海投资的软件测试服务公司，也将在渝北设立子公司。
锁定渝北，“重仓押注”，北斗星通集团在渝投资轨迹，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渝北，正在成为重庆软件产业的高地。

核 心 提 示

·渝北篇

软件企业扎堆，软件产业始终保
持着令人艳羡的高增长态势，要问为
什么，首先要归功于我市对于“智造重
镇”和“智慧名城”建设的大力推动，为
软件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智造重镇”方面，2017年以来，为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渝北区每年
滚动安排2亿元财政技改扶持专项资
金，大力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对单个
项目扶持比例可达50%、扶持资金最
高可达5000万元，远超过国家、市级
补助资金标准。

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渝北工业智
能化转型步伐加快，除长安汽车等汽
车整车企业、OPPO等电子整机企业
和南方英特等成套装备企业外，还有
50多家零部件企业实施了“机器换人”

“数字化装备普及”计划，截至目前，已
累计扶持区级技改项目252个，推动
218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智能工厂和数
字化车间达到39个。

“智慧名城”建设方面，渝北在我市
实现了三个率先——率先统筹审批信
息化项目、率先建立大数据应用发展专

项资金、率先建成能源大数据中心。
截至目前，渝北已经实现政务数

据100%上云，政务数据资源池归集累
计归集数据3100万余条，初步建成经
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8个主
题数据库；社会化应用智慧居家养老
系统、全域智慧旅游云平台、消防车道
占用自动报警系统等共计24个项目获
市级示范创新应用认定，位居全市前
列；5G网络建设总规模位居全市第
三，实现城区建成区信号连续覆盖、重
点镇街信号覆盖。

通过“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建
设“创造”市场，而非简单的财政奖励
补贴，这种更符合经济规律的招商引
资和产业培育策略，不仅释放出对于
投资方的巨大吸引力，也更有利产业
要素的科学配置，从而推动软件产业
集群发展，推动包括软件产业在内的
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促进。

渝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实
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渝北
区已集聚一大批汽车智能化龙头企
业，及汽车智能化核心企业、应用企
业、公共平台等处在产业链不同环节
的企业，相互协同，在竞合中促进整体
产业水平的提升。

例如位于仙桃数据谷的长安软
件，其核心技术已在电子电气架构、整
车操作系统、整车功能应用、云端大数
据等领域取得突破，产品覆盖车机软
件、基础软件、智慧云控、自动驾驶等
37个品类，技术搭载车辆累计超过
210万台。同样位于此产业园的5G自
动驾驶开放道路运营基地，是全国首
个基于5G的L4级自动驾驶开放道路
场景示范运营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首
个5G自动驾驶公共服务平台。

此外，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滚雪
球”效应，也是渝北软件产业高速发展
的重要原因。截至目前，腾讯、中科创
达、赛迪益农这样的中国软件百强企
业，在渝北已多达14家。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摄/潘光侠 中央公园商圈·吾悦广场 摄/胡瑾

到2025年营收
规模将达到700亿元

通过“智造重镇”和
“智慧名城”建设创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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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数据谷
规划面积81万平方米
存量面积11万平方米

“三龙”地区
规划面积54.94万平方米
存量面积24.7万平方米

空港新城
在建面积55.1万平方米

临空消费走廊
规划面积61.6万平方米
存量面积18万平方米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渝北
区软件信息服务产业年均保持19%
的增长，产业规模从2016年的98亿
元，增长至2020年的197亿元。

2021年，渝北规上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企业107家，完成营收236.8亿元，
2022年1月-6月，新增规上软件企业
26家，完成营收102.89亿元，同比增长
10.7%，到2025年，渝北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营收将规模达到700亿元。

渝北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截至目前，
渝北已累计培育39家企业纳入重庆
市重点软件企业库，13个软件产品
纳入重点软件产品库，拥有重庆市
首版次软件产品7个。

其中，在软件企业扎堆聚集的
仙桃数据谷，目前已经引进中科创
达等 14家中国软件百强企业，长安
软件、武汉光庭、北斗星通、黑芝麻
等汽车智能化龙头企业 20家、汽车
核心软件研发及配套软件交付企业

300余家，入驻研发人员近8000人，
2022 年获批成为西部唯一的“国家
新型工业产业化示范基地”（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

为了给纷至沓来的软件企业提

供载体，目前，仙桃数据谷已建成百
万平方米的楼宇产业园，累计注册
企业 1402 家，累计实现产值 276 亿
元、税收逾 11 亿元，年增长率超过
30%。按照规划，到2025年，仙桃数

据谷将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
产业生态谷、中国软件名园。园区
年营收将达到 200 亿元，实现年税
收贡献5亿元。

除了仙桃数据谷，渝北产业地
图的其他区域，也星星点点地落满
了软件企业。为提升承载能力，渝
北专门规划了“一核多区”的软件产
业空间布局。

所谓“一核”，即以仙桃数据谷
为核心。所谓“多区”，主要包括临
空消费走廊、“三龙”地区和空港新
城。其中，临空消费走廊，已引入了
城银科技、同泰文化、冠程科技、上
海美匣科技等知名企业，形成数字
消费、数字产品等文创新业态。

“三龙”片区，培育了新致金服、
金宝保、双达科技等创新型企业。
空港新城，则重点发展影视动漫、数
字出版、网络服务等业态，支持商
圈、公园等开放元宇宙商业应用场
景，打造以数字产业为支柱的总部
型经济楼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