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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渝互动

京渝互动
本报讯 （记者 戴娟）今年全国两会上，住

渝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名提案，吁请国家发展改
革委支持重庆积极创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和先
进结构材料三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联名
提案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获取
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

是重要举措，也是必然要求

联名提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
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赋予重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使
命。

由此，联名提案认为，重庆推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
务，是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的必然要求。

重庆目前仅一项产业集群入选
“国家专业赛道”

联名提案提到，作为制造业重镇，重庆工业门
类齐全、产业基础良好。

重庆市委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实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项
行动，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制造业两大
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
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
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绿色
低碳等未来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达31.1%，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贡献
率达58.9%。

联名提案认为，这意味着重庆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强劲。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年
启动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在这个
专业赛道上，重庆目前却仅有巴南区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入选。
为更好落实国家对重庆的战略部署，联名提

案提出，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重庆积极创建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创建三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条件成熟

联名提案认为，创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先
进结构材料三大产业集群已有一定基础——统计
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实现集成电路产值近400
亿元，新型显示产业产值超700亿元，先进结构材
料产业产值超2000亿元。

从产业链布局来看，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方
面，以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为主要承载地，目
前重庆已集聚超硅、紫光展锐、中电科、华润微
电子、SK海力士、奥特斯等70多家集成电路产
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形成从原材料、芯片设
计、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引进设立电子
科大、北理工等5所高校微电子研究院，在模拟
射频、数模混合、硅基光电子、功率半导体等领

域国内领先。
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方面，目前以两江新区为

主要承载地，重庆已集聚京东方、惠科金渝、康佳、
康宁玻璃、联创电子等近60家新型显示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形成从原材料及零部件配套、玻璃基
板、液晶面板、显示模组到器件整机的全产业链，
新型量子点膜、Mini/Micro LED等高端显示技
术业内领先。

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方面，目前以长寿区
和涪陵区为主要承载地，重庆已集聚中石化川维、
华峰、建峰、云天化、巴斯夫、西南铝业、国际复合
等超200家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涉
及先进钢铁材料、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硅基新材
料等多个细分领域，涵盖配套、制造、应用全产业
链环节，天然气制蛋白质、玻璃纤维等30余项技
术国际国内领先。

“因此可以说，重庆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先进结构材料三大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条件已成熟。”住渝全国政协委员
们表示。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支持重庆积极创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和先进结构材料三大产业集群

位于巴南区的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忙碌。（本报资料图片 摄于
2020年4月22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夏元

战新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方向，重庆接下来将如何
推动战新产业发展？记者采访了市经
信委副主任杨正华。

杨正华表示，今年初，“中国复眼”
二期工程在云阳县开工建设。近年来，
随着类似“中国复眼”这样在渝搭建的
科研平台项目越来越多，吸引了一大批
战新产业领域企业不断聚集，激发了重
庆经济新动能。

以科研带动产业创新，让产业链
“聚链成群”，推动重庆战新产业走上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截至去年底，全市战
新产业增加值增长6.2%，增幅高出全
市工业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发展战新产业，重庆已经制订好了
“路线图”“任务表”。

去年3月市政府印发的《重庆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
出，到2025年全市战新产业规模将突
破万亿级，战新产业主营收入超过10
亿元的企业达到100家，规模以上工业
战新产业企业达到1500家，新型研发
机构数量突破300家。

数据显示，“十三五”我市规上工业
战新产业产值达到7600亿元，占全市
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2％，通过“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培育和“云联数算
用”全要素集建设，全市规上工业战新
产业企业数量突破1000家，形成了智
能终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新兴服
务业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生物医
药、新型显示、绿色环保、先进材料这4
个500亿级产业集群。

“按照《规划》，我市‘十四五’战新
产业发展将围绕‘创新驱动、聚焦重点、
集群发展、绿色低碳、开放协作’5个要
素进行。”杨正华表示，我市将通过实施
集群梯次发展工程、优质企业培育工
程、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应用示范推广
工程和成渝协同发展工程，带动全市战
新产业发展。

其中，在发展战新支柱产业方面，
将重点建设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型
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生
物医药、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
环保、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新兴服务
业等10类产业；在面向未来的先导性
产业方面，重点建设卫星互联网、氢能
与储能、生物育种与生物制造、脑科学
与类脑智能和量子信息等5类产业。

“制造业是我市立市之本、强市之
基，以战新产业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是抢抓新机遇、培育新动能、赢
得新优势的‘关键一招’。”杨正华表示，
今年我市将通过实施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聚提升培育行动，重点提升制造业战
新产业发展能级。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我市将系
统谋划“整车生产+产业配套+应用场
景”，协同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
群。在电子产业方面，通过实施汽车芯
片应用牵引工程，持续壮大功率半导体
产业规模，推动12英寸晶圆制造、化合
物半导体等项目加快落地。另外，我市
还将实施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行动，
带动战新产业发展升级，包括聚焦核心
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能力提
升，力争今年全市战新产业增加值增长
12%。

今年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力争增长12%

□本报记者 杨永芹

“重庆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是大
力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
工程’，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引领内陆开发开放
的重要战略举措。”市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我市将全力扎实推进机
场规划建设，提速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
设，增强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功能。

“目前，T3B航站楼钢结构主体工
程基本完成。”负责承建的中建八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者们正在进行
T3B航站楼金属屋面、综合安装等施
工。

根据规划，今年底，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主体结构
工程基本建成。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市计划完成民航投资67亿元，除了加
快建设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
四跑道，还将建成万州机场T2航站楼，
实施万州机场T1航站楼改造以及黔江
机场跑道延长等前期工作。

在建的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
及第四跑道，是我市打造国际航空门户
枢纽、支撑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内容。

2022年，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局
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初具规模。到2035年，全
面建成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为加快推进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
设，我市以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功能
建设为牵引，全力打造西部对外开放空
中大通道，着力构建双核引领、多点支

撑、优势互补、产业联动的协同发展体
系，推进智慧民航建设，努力将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建设成为新时代民航强国
建设的战略支点。

根据规划，未来5年，重庆将建成
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
道，有序推进新机场前期工作，进一步
研究新增支线机场布局，合力打造成渝
世界级机场群，初步形成国际航空门户
枢纽，年旅客吞吐能力达到8000万人
次、货邮吞吐能力达到120万吨。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实现
共建轨道上的机场群，我市正加快构建
以机场为核心、各种交通方式便捷换乘
的综合交通体系，全力打造成渝都市圈
1小时和城市群2小时的航空出行交通
圈。

目前，重庆正全力加快发展临空经
济。在江北国际机场北部临空经济示
范区核心区C4片区，顺丰西南运营总
部、万科重庆临空智能冷链物流产业
园、普洛斯西南航空智慧物流大枢纽产
业园等在此布局，这3个项目投资总额
76亿元。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是全国首批
两个临空经济示范区之一，目前临空
经济示范核心区将建成临空经济集聚
展示窗口，重点发展航空总部、航空客
货运输、航空维修检测与培训、航空展
示、航空配餐及航空服务等。临空经
济示范区核心区C4片区则是重庆着
力发展航空物流产业集群的重要承载
地。

据介绍，到2025年，C4片区将建
成100万-150万方航空物流产业集
群，打造成西部领先的综合性航空物流
枢纽。

提速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
全力增强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功能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 见习记者 卞立
成）“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明
确要求。3月6日，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的重庆代表团，向大会提交《关于支持重庆打造国
际航空门户枢纽的建议》，呼吁国家有关部委继续
关心支持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建设。

重庆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具有
重要意义

全团建议提出，重庆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对于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引领内陆开发开放；发挥
支撑带动作用，促进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交通方
式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体
系；支撑民航强国建设，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
等都有重要意义。

重庆战略地位突出，承担着新时代引领内陆
开放，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等重要战略
使命。民航业是战略性产业，建设国际航空门户
枢纽，提升重庆国际通达能力和运输服务效率，有
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对
外开放平台功能，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方面，航空运输具有全球
通达、运输效率高等比较优势，在带动产业高端
化、促进中高端消费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重庆
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构建更加通达的全球运
输网络，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产
业体系，在更高水平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

此外，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体系，推动机场
与各种交通方式深度融合，形成以机场为核心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有利于促进区域交通一体
化协同发展，形成“人畅其行、货畅其流”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走得好、走得
远”的新期待。

重庆民航设施不断完善、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部委和各方的大力支持
下，重庆民航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辐射带动作用不
断增强，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

一是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江北国际机场T3A
航站楼和第三跑道2017年建成投用，成为我国中
西部地区第一个拥有三座航站楼、实现三条跑道

同时运行的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
2020年开工建设，目前航站楼钢结构主体工程、
跑道土石方工程基本完成。重庆新机场纳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国家规划，前
期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二是航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江北国际机场
迈入全球繁忙机场行列。截至2022年底，江北国
际机场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109条，通达36
个国家80个城市，航线网络覆盖五大洲主要经济
体和城市。

三是支线航空快速发展。巫山机场、武隆仙
女山机场相继建成投用，“一大四小”运输机场布
局全面形成，运输机场100公里半径覆盖全市国
土面积的92%。万州、黔江机场旅客吞吐量2019
年分别突破100万人次、50万人次，万州机场成为
重庆市第二个开放的航空口岸。

同时，我市通用航空通航业务量也实现高速
发展。

提出拓展机场发展空间和增加
机场密度等建议

在看到重庆民航快速发展的同时，代表们也
指出，对标对表党中央对重庆新的战略定位和要

求，民航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还存在不足。
比如，从航空业务需求来看，按照市政府与民

航局联合印发的《重庆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
预测到2035年、2050年重庆都市圈航空旅客将分
别达到1.2亿、1.5亿人次，而江北国际机场地形地
貌复杂，发展空间有限，终端设计年保障能力
8000万人次，难以满足未来航空市场可持续发展
需要，亟须增加运输机场布点，提高航空业务保障
能力。

同时，从机场密度来看，重庆市运输机场分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航空服务覆盖率和旅客航空
出行便捷性不高。

为此，重庆代表团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支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庆新机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
研究重庆新机场建设”，加快重庆新机场建设，是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希望国家有关
部委尽快批复场址，并指导重庆市“十四五”期间
加快重庆新机场有关前期工作。

二是支持新增重庆运输机场规划布点。建议
在下一步《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修编中支
持重庆市新增运输机场布点，服务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需要。

重庆代表团提交全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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