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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智九龙 美业美景博美城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
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
领域。

近年来，九龙坡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提出了数字
经济“1+4+5”的发展思路，推动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努力在全市打造“智造重镇”、建设

“智慧名城”中谋在前、干在前、走在
前。

2021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153.19亿元；集聚数字经
济相关企业上万家“四上”数字经济
企业250家，数字经济呈现积极发
展态势，“东数西算智九龙 美业美
景博美城”的愿景一步步成为现实。

以高能级项目为牵引
全力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
产业集群

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是培育经
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最近一段时间，九龙坡区重
庆数字大厦已获批“重庆市产业
数字化赋能中心”“重庆市软件信
息产业园”“重庆市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产业园区”“重庆九龙数
字经济产业园”，中国生物医药产
业互联网中心、蓝卓工业互联网
创新中心、苏州园区测绘西南总
部暨全国研发总部、中国联通5G
融合创新中心等重大项目先后落
地……这些高能级项目的到来，
为九龙坡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动能。

近年来，九龙坡区瞄准大数
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方向，充分发挥重庆
数字大厦等平台的品牌效应、集聚
优势，加快制定完善产业生态、加
强金融支持等6个方面的数字经济
发展专项支持政策，逐步完善数字
经济生态，带动数字经济产业加速

集聚，日益成为全市赋能平台最集
中、创新生态最完善的产业大数据
基地。

本届智博会上，忽米紫微垣工
业互联网平台数据驾驶舱、忽米瑶
光数字孪生平台（摩托车发动机总
装线）、忽米占星者智能传感器等企
业将精彩亮相。目前，忽米网已成
为中西部首个、全国排名前八的国
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
产业链上下游近4万家企业提供数
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而类似这样的数字经济产业相
关企业，九龙坡还有很多。此次智
博会展台上，蓝卓工业互联网将展
示supOS工厂操作系统和工业互
联网平台，重庆龙智造互联网科技
展示“工业互联网+园区”的产业数
字化发展平台，重庆市通信建设有
限公司将展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
台，润泽智惠大数据绿色节能示范
数据中心、行业智慧场景解决方案、
智能化碳排放监测治理平台等等，
充分展示了九龙坡数字经济发展的

活力和潜力。

以数字基建为支撑
加速推进全域产业转型
升级

九龙坡是全市工业大区，传统
产业基础雄厚，如何加快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答案就在传统产业与
大数据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上。

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围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
设施、创新基础设施3个方面，九龙
坡精心编制《九龙坡区新型基础设
施“十四五”发展规划》，积极布局
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依托润泽项目打造西南地区集超
算、存储等功能为一体的绿色先进
大数据中心，支撑企业“上云用数赋
智”，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

目前，九龙坡区已纳入重庆市
首批创建全国千兆城市建设，城市
光纤到户率100%，建成开通5G基

站4249个，建成7家智能工厂和35
家数字化车间，数字基础设施等新
基建赋能产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
升。

作为重庆市氢燃料电池汽车
“两区两线”发展布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九龙坡区紧跟能源变革、产业技
术革命趋势，锚定“双碳”目标，充分
发挥工业基础优势，按照“1234”目
标任务聚力发展氢能产业，建设好
博世庆铃项目和国鸿氢能科技产业
园两大产业项目，打造产业腾飞的
双翼。

本届智博会上，作为“西部氢
谷”最核心的项目，博世和庆铃将联
手推出氢动力模块，未来，企业将着
力打造辐射全国的氢燃料电池发动
机研发生产基地，进一步提速“西部
氢谷”建设。

国鸿氢能科技则推出了燃料电
池产品，将依托已建成的全球规模
领先的氢燃料电池电堆生产基地，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高品质规模
化生产，推进燃料电池技术在道路
交通、轨道交通、船舶、分布式发电

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
这些产品的问世，也进一步印

证了大数据智能化为九龙坡产业发
展带来的飞跃性变革。

以数智应用为重要方向
推动数字经济为社会治理
赋能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实践应
用，数字治理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
效的治理手段。

近年来，九龙坡区围绕智慧城
市建设，大力发展智慧文旅、智慧环
保、智慧生态、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智慧社区等，同时，聚焦“住业游乐
购”，丰富智能应用场景，智慧城管、
智慧生态等应用场景多点开花，充
分彰显“智慧九龙”形象。

特别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
创新开发“九龙智慧流调”系统，有
力提升流调溯源智能化、信息化水
平。积极推动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建
设，汇聚市、区、镇三级数据987万
条，治理数据414万条，开发指挥调
度、物资保供、特殊人群服务3大应

用场景，实现静态管理下快速指挥、
统一管理、有序服务。

本届智博会上，将有一大批智
慧应用场景及智能化产品登台亮
相。爱宾果科技推出了人工智能机
器人教育，荣冠科技推出了地下有
限空间危险源人工智能管控机器人
（系统），汇卓电子衡器推出了智能
环卫管理系统，社平智能装备推出
了机器人现做咖啡、奶茶、冰淇淋一
体机，渝教科技推出了九龙坡智慧
教育云平台和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平
台。

九龙坡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
局推出了“龙慧治”基层数据治理平
台+九龙智慧流调系统，重庆市公安
局九龙坡区分局推出了“瞭望者”高
空抛物智能预警监测系统和智慧全
息路口，重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展示了AI智慧农业系统，九龙
坡区铜罐驿镇人民政府推出了重庆
数字乡村信息服务项目等，让人充
分领略了“智慧九龙”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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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九龙坡展馆

用智慧托举“建造强市”

重庆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当前，在国家“双碳”战略与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下，走工业化、
智能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之路，已
然成为“中国建造”的发展趋势和必
然选择。

近年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房城乡
建委”）大力落实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
国率先提出实施“智能建造”，持续
深入探索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技术在住建领域的广泛应用，不断
提升我市现代化建设水平，奋力书
写“建造强市”建设新篇章，为重庆
打造“智造重镇”“智慧名城”贡献
住建力量。

强支撑
政策、平台、要素“三管齐下”

趁着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之东风，市住房城乡建委关于智
能建造的探索起步较早、起点高、
脚步快——

2019 年，会同住房城乡建设
部、中国工程院在渝启动《中国建造
2035战略研究》，14名院士齐聚山
城指导智能建造发展；

2020年9月，推动出台《重庆市
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要求加快
实施智能建造；

同年12月，推动印发《关于推
进智能建造的实施意见》，明确了5
年工作目标和10项重点任务；

去年以来，推动智能建造相继
纳入《重庆市数字经济“十四五”发
展规划》《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
规划》等行业规划；

……
不断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为

重庆的智能建造发展提供了定心
丸、压舱石。

与此同时，大数据的收集与标
准，是智能化建设和应用的前提和
基础。

为此，市住房城乡建委按照“一
套标准建系统、一个平台接数据、一
个系统管项目”的原则，搭建起全国
首个智慧住建平台，其中包括智慧
住建云、行业数据中心、政务服务与
行业治理管控平台3个主要板块，
集成了数据储存、行业管理、政务服
务等个功能。

目前，该平台共汇聚全市2万
多家企业、200多万从业人员、19万
个项目的36亿条数据，为未来智能
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该
平台实现了住建领域政务系统
100%迁移上云，大幅提升了行业管
理和服务能力。

另外，智慧创新要素的保障力
度，直接影响智能建造的发展能级。

为此，市住房城乡建委重点从
平台搭建、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宣
传交流等方面出发，强化智能建造
创新能力，营造发展氛围。例如成

立重庆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研究院、
支持重庆大学设立智能建造专业，
打造智能建造重点实验室等。

强应用
“像造汽车一样盖房子”

汽车，是智能制造最典型的产
品之一。

“智能建造和智能制造内涵相
似，都是以标准化、规模化为基础，
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市住房城
乡建委相关负责人将“智能建造”过
程形象比喻为，像造汽车一样盖房
子。

当前，市住房城乡建委正在以
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智能建造为
引领，加快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

其中，数字化设计、工业化生
产、智能化施工、信息化管理，正是
我市实施智能建造的四大重点应用
环节——

数字化设计，核心是推动BIM
技术的应用，通过数字建模生成完
整的、可视化的图像信息数据，让建
筑设计达到汽车设计同等精细化水
平，实现“所见即所得”。截至目前，
全市已实施BIM项目1300多个，

收录BIM模型2500多套。
工业化生产，重点是推进装配

式建筑部品部件智能化生产线应
用，将过去需要现场浇筑砌筑的墙、
梁、柱、板等建筑部件，像汽车零件
一样在工厂流水线上全过程标准
化、智能化生产。目前，我市已在垫
江、江津等地建立全自动智能化生
产基地。

智能化作业，重点是推动智慧
工地管理平台和智能施工设备的应
用，为项目搭建“超级大脑”和“智能
手臂”。截至今年6月，累计实施数
字化建造项目140多个、智慧工地
3300多个。

信息化管理，是以项目建设全
过程数字化管理为实施目标，通过
统一的线上管理平台，打通从项目
规划设计、招标采购管理、部品部件
施工安装到交付运维全生命周期的
标准化、在线化、数字化、无纸化管
理，实现项目建设全过程以数据驱
动决策。

目前，市住房城乡建委10项工
作举措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智
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3
个项目纳入国家智能建造试点。

强产业
培育“千亿级”经济新动能

腾讯云在渝打造全国首个建筑
业互联网平台“微瓴智能建造平
台”，现已正式升级为“城图City-
Base智能建造平台”，创造产值近
亿元；紫光建筑云发布天工建筑产
业互联网平台，上线服务应用60多
个；

中冶赛迪、恒昇大业、中机中
联、林同棪国际等一批行业骨干企
业正在先行先试，加快研发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智能建造产品，发展智
能建造总承包建设模式，推动智能
建造技术在工程建造全过程的融合
应用；

……
毫无疑问，智能建造在赋能建

筑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其自身也是
一座极具发展潜力“产业富矿”，成
为众多市场主体“抢滩”的热门领
域。

去年，市住房城乡建委推动出
台《重庆市现代建筑产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将智能建造作为产业发
展重点，引导建筑业企业、互联网企
业协同推进智能建造产品研发和集
成应用。

此外，我市还征集发布了工程
管理云平台、智能协同设计管理平
台、智能建造BIM大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等10项智能建造技术产品，培
育了11家智能建造骨干企业。

未来，重庆将重点依托全市17
个现代建筑产业园区，布局发展智
能施工设备、软件和大数据服务、智
能感知和物联网、智能家居、装配式
建筑五大产业。

按照规划，到2025年，以智能
建造为引领的现代建筑产业产值将
达3000亿元。

杨晨
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重庆市智慧住建平台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智博会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