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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一核两区”

“一核”

软件产业核心区
目前，“一核”已落户长安软件、

北斗智联等软件企业250余家，集聚
创新人才7000余人。

“两区”

数字内容创新引领区
目前，该区域已引进数字文化、

电竞游戏企业 800余家，带动就业 3
万余人。

金融科技拓展区
目前，已引进金融科技企业 70

余家，带动就业1000余人。

市委六届二次全会提出，着力推进以数字化变革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数字政府，培育数字社会，健全数据管理体制机
制，推动数字化改革向各领域各方面延伸。

推动数字化改革向各领域各方面延伸，离不开软件助力。2022年10月下旬举行的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
推进会强调，要更大力度实施“满天星”行动计划，围绕人才、场景、场所、生态做文章、下功夫，加速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

渝北区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按照专业园区、存量楼宇两手抓的思路，进行“一核两区”的产业空间发展布局，协同
推进各区域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渝北区的目标是：打造汽车智能化产业生态园，争取创建中国软件名园。到2025年，推动实
现使用存量楼宇面积50万平方米，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上千家，新增从业人员5万人，新增软件业务收入250亿元。

2022年12月28日，渝北区经济信
息委传出消息：渝北区计划对位于龙溪
街道的重庆机电研究院办公楼及厂房
进行全新设计、改造，打造中小企业软
件产业园。

作为渝北区发展软件产业的一个
重点项目，该产业园未来拟招引不少于
100家的软件信息、科技创新、电子商
务、金融及商贸类企业入驻。

目前，渝北区已为此引进重庆三狼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拟联合华信
金源（深圳）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
渝北区成立项目公司，打算投资5亿元
来打造该产业园。

对于渝北区来说，此举仅仅是其利
用闲置楼宇发展软件和信息业的一个
缩影。

据悉，对照全市“满天星”行动计
划，渝北区制定了《渝北区软件产业振
兴发展专项行动方案》（下称《方案》），
明确提出通过盘活楼宇资源打造“一核
两区”，实施差异化软件和信息服务产
业布局，打造特色软件楼宇集群。

所谓“一核”，即软件产业核心区，
就是以仙桃数据谷为载体，打造“软件+
汽车”产业链，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发展风口，大力发展智能驾驶、智能
座舱、元宇宙等产业，打造汽车智能化

产业生态园。目前，“一核”已落户长安
软件、北斗智联等软件企业250余家，集
聚创新人才7000余人。

所谓“两区”，一是数字内容创新引
领区。该区域将高效利用临空消费走
廊商务楼宇，重点发展“软件+消费”产
业，引进竞技、娱乐、社交等数字内容项
目，打造数字消费产业生态圈。目前，
该区域已引进数字文化、电竞游戏企业
800余家，带动就业3万余人。

二是金融科技拓展区。该区域将
盘活利用“三龙”片区商务楼宇，大力发
展“软件+金融”新业态新模式，形成金
融科技产业集群。目前，已引进金融科
技企业70余家，带动就业1000余人。

“接下来，渝北将围绕‘一核两区’
布局，实施场所优化专项行动，建立健
全存量楼宇台账，通过购买、租用、合资
运营等形式加快实施楼宇收储改造，简
化入驻流程，打造适合中小微企业入驻
的楼宇载体空间。”渝北区经济信息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渝北区还将针对仙桃数据
谷、基金小镇、北斗星通智能产业园等
11处优质楼宇（园区）资源，先行先试挂
牌“渝北区重点软件产业楼宇”，打造

“拎包入住”环境，加快聚集一批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相关企业。

盘活楼宇资源 布局“一核两区”

最近，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自主研发出一款北斗高精度产品
的相关应用。不久后，这款拥有厘米级
定位精度、车道级导航功能的产品，将
在长安新款智能网联汽车上实现量产。

类似的创新研发，早已是这家科技
企业的新常态。据悉，该公司年度同时
在研产品已超过80款，已成为国内领先
的智能网联汽车一级零部件供应商。
其合作伙伴也从长安、庆铃等几家企业
扩大到国内20多家主流车企。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汽车智能座
舱年出货量达到180万台，预计2022年
销售收入将突破20亿元。

很难想象，这家在智能网联汽车领
域做得风生水起的企业，落户渝北才3
年多时间。

在北斗星通智联科技董事长徐林浩
看来，企业的快速发展，与重庆市、渝北
区两级部门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

而在未来，像北斗星通智联科技这样
快速成长起来的企业，有望在渝北区出现
不少。

“市场主体是产业发展主体，经济
发展的动力源。”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
关负责人说，在实施“满天星”行动计划
的过程中，渝北区聚焦重点产业方向，
建立了企业引培“三张清单”，持续招大
育强，增强软件产业发展源动力。

第一张清单是产业链图谱清单——
突出汽车软件、数字服务、大数据人工智
能3个“链条”，引龙头、配龙身，强化产业

链招商，持续做大产业规模。目前，渝北
区已成功引进浪潮工业机器视觉总部、
中关村信息谷等优质项目30余个，合同
投资额达到170亿元。同时，还成功推
动OPPO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软件业务
单独剥离，成立元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智能终端软硬件测试、手机软
件、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及智能硬件设计
与开发。

第二张清单是企业上市后备清
单——动态筛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
的重点软件企业，形成企业上市后备
资源库。目前，已筛选了物奇微电
子、软维科技、立信数据等 11 家企
业。

第三张清单是“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清
单——全面摸排区内企业，优选一批“小而
专”“小而活”的中小企业，形成“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清单。今年以来，渝北区已新增
市级“专精特新”软件企业19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软件企业3家。
按照相关规划，下一步，渝北区将实

施软件企业引育行动，突出靶向招引，突
出精准扶持。例如，加强区级政府投资基
金与市级基金联动，共同投向入驻存量楼
宇的优质软件企业或重点项目；大力推动
拟上市企业上市；在仙桃数据谷以长安软
件、北斗星通等为“链主”，施行“一楼一
策”精准招商，瞄准世界500强软件企业、
中国软件百强企业、上市企业、头部企业、
独角兽企业等，在渝北设立综合型、区域
型、功能型总部和平台等。

建立“三张清单” 引育软件企业

汽车在公路上驰骋，驾驶员却远在数公
里之外——以往在科幻片里才能看到的远程
驾驶场景，如今已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在位于渝北区的仙桃数据谷内，有一个
5G自动驾驶开放道路场景示范运营基地，经
常有企业在此进行远程驾驶测试。测试人员
坐上远程驾驶试验台操控数公里外的汽车，
无论是转弯、加速、减速还是刹车，被“遥控”
的汽车都能和远程驾驶试验台的操作保持同
步。

事实上，在该示范运营基地，还经常可看见
无人驾驶汽车在路上行驶。这些车里，无驾驶员
和安全员，真正实现了无人驾驶。

据悉，渝北区打造5G自动驾驶开放道路
场景示范运营基地，是为了给智能网联汽车
相关企业提供测试与应用场景，助推其加快
软件技术研发，为加快建设汽车智能化产业
生态园赋能。

围绕这一目的，渝北区还聚焦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以长安汽车、长安福特等整车龙头
企业为核心，联合20家汽车智能化重点企
业、170家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制定汽车软
件需求清单、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场景应
用需求。

相关举措的效果已经显现。例如，长安
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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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软件产业，搞好软件研发是首要任

务。这就需要为软件企业提供软件测试与应
用的场景。”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
说，为此，渝北区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
造丰富的软件应用场景。

除了上述举措外，渝北区还在智慧城市
建设方面打造丰富的公共服务应用场景，并
取得积极进展。

例如，大力推进“一网治理”工作体系，公开
征集应用场景30余个，并联合市大数据发展局
发布智慧交通、智慧文旅等首批应用场景项目6
个；围绕智慧住宅、智慧消防、智慧应急等重点领
域，形成10余个数字政府场景清单，引进华为、
软通动力、立信数据等项目落地，开展智慧社区、
智慧养老等民生服务应用；仙桃街道智慧养老项
目入选“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等。

2023年，渝北区将开展应用场景牵引行
动，围绕行业需求抓项目征集、围绕数字政府
抓场景开发、围绕数字社会抓业务拓展、围绕
供需落地抓模式创新，加码打造软件应用场
景。其中，将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
数字化转型，围绕“数据资源一体共享、经济
运行一图统揽、城市管理一屏感知、安全应急
一键调度、基层治理一网统管”开发各类应用
场景；探索建立国企统建统维的建设方式，形
成以国企为项目总集，本地软件企业为技术
服务的生态合作新模式，促进应用场景落地
做实和场景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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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打造软件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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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盛IEC·重庆数字创意产业园与西南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重庆科技学院
等高校达成战略合作，实现政府、园区、企业、高校四方
联动，打造产学研用示范基地。

据悉，该产业园此举意在更好地发挥其孵化器的功
能作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培育科技型企业，助力渝北
加快推动软件产业集聚发展。

作为重庆市重点培育的楼宇产业园，国盛IEC·重
庆数字创意产业园重点发展“软件+消费”产业，主要引
进研发、发行、竞技、娱乐、社交、赛事等数字内容项目。
目前，已打造了从“众创空间”到“孵化器”到“加速器”的
全链条孵化体系，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
化途径构建了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
业服务平台，引进培育企业超过530家。不久前，其成
功入选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示范楼宇名
单。

国盛IEC·重庆数字创意产业园的案例背后，彰显
的是渝北区优化软件产业发展生态的“谋略”。

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渝北区在实施
“满天星”行动计划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搭建各类要素
平台，优化发展生态。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拓展创新创业平台。据悉，
渝北区制定了高质量孵化载体建设行动方案，正加快仙
桃数据谷、国盛数字产业园等10万平方米科创载体建
设。目前，已落地中关村信息谷、微软加速器、感知孵化
器等创新平台10家，年孵化软件企业200家以上。

在拓展创新创业平台的同时，渝北区也注重搭建人
才引育平台、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和完善品牌推广平台。

譬如，渝北区大力实施“临空英才”计划，建立完善
软件人才培育引进机制；联合长安公司和重庆大学，推
动设立了特色化示范软件学院，并与重庆邮电大学共建
工业互联网现代产业学院，每年可培养高素质软件应用
人才1万人以上。

同时，搭建了华为软件开发云平台、重庆无线电检
测中心、中科软件重庆测评中心等软件开发测试平台，
提供87个基础软件工具，累计服务全市软件企业超800
家次、软件人员超2万人次。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成长的沃土，也是渝北区
能否吸引更多优质软件企业入驻的最关键因素。”该负
责人表示，2023年，渝北区将实施产业生态优化行动，
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营造良好发展氛围、推广软件
区域品牌等举措，进一步优化软件产业发展生态。

为此，渝北区将重点支持仙桃数据谷与中软国际共
建“解放号”云上软件园，与同方、博彦科技、软通动力、
文思海辉等企业共建软件交付基地，形成软件开发快速
响应的交付平台，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提供精细化、
专业化、特色化公共服务。还将争取仙桃数据谷成为

“中国元宇宙产业发展论坛”永久会址，持续举办“中国
汽车软件创新发展论坛”等特色活动，提升重庆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外，为鼓励楼宇运营主体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产业生态，渝北区将对运营主体实施评定，并根据评定
结果每年给予运营主体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运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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