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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服务体系促发展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哪里的营商
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人才就
往哪里走。2021年，重庆和北京、上海、杭州、广州、
深圳一起，成为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助力重庆优化营商环境，重庆经开区责无旁贷，
当仁不让。“只有最优的营商环境，才能培育出最有
活力的科创集聚体。”重庆经开区主要领导表示。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重庆经
开区从2021年底开始谋划迎龙创新港项目。以优质、
全程的服务链聚合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帮助入驻企
业形成起点高、起步快、带动效应明显的发展态势。

昆顶环保是一家致力于固废处理、矿山修复、环
保测评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研发团队超过50人，
博士、硕士人员占比在70%以上。近年来，昆顶环保
先后获得包括300万元知识信用贷款在内的多项政
策性资金，企业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

在重庆经开区，类似企业不胜枚举。为打造优
质的营商环境，重庆经开区积极构建全周期的政策
服务体系。落实政策国家组合拳、市级政策包要求，
集合行业、招商、企业服务部门，形成科技奖励、人才
激励、金融支持等政策箱，满足企业初创期、成长期、
发展期政策需求。去年，为43家企业兑现科技成果
转化补助等五类扶持政策536.18万元，支持199户
科技创新型企业获批知识信用贷款3.58亿元。

壮大市场主体，落实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
业双倍增计划。聚焦“科技破题”，梳理118家重点企
业技术、政策、融资、人才“四张清单”300余项需求，
构建“专家+团队+专员”的模式，协同第三方科技服
务机构，组织开展企业专项培训、对接会和上门问诊
服务10余场，为企业与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搭建交流
沟通的桥梁平台。

依托迎龙创新港，重庆经开区集聚起一批数字化
转型、人力资本服务、研发设计、科技中介等产业细分
领域服务机构，建设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科技服务集聚
区。建好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办好迎龙创新港杯创新
创业大赛、双创活动周等系列活动，建好迎龙创新港
人才公寓，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生态
环境。全链条的企业创新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2月的迎龙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久违的人
群。浮光掠影、鸟语花香的美丽山水画卷，正徐徐而
展。高照的艳阳、融融的暖意时刻提示着昂首步入

“而立之年”的重庆经开区，又一个春天来了……
彭光灿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重庆经开区提供

推动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双倍增”

重庆经开区 高新企业“规模化”规上企业“高新化”
重庆经开区立足广阳湾智创生态城（下称“广阳湾”），打造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示范区和先行区，奋力推动

科创“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助力全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聚焦科技、数字、绿色赋能，以打造高能级

科创平台为内核，以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支撑，以引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为重点，实施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双倍

增”行动计划，推动高新企业“规模化”，规上企业“高新化”。先后培育科技型企业659家、高新技术企业175家、“专精特新”企业123

家，初步构建起“能生根、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大到强”梯队培育机制，全面赋能“3+2”产业发展。

今年1月，地处广阳湾的重庆邮电大
学科技园获市人社局批准，设立重庆市博
士后创新创业园。这也是全市首家在大
学科技园里设立的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重庆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园向市内
高校和市外的博士、博士后开放，重庆
邮电大学科技园在整个重庆经开区的
科创版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
重庆经开区积极用好区域高校资源“育
苗”，加快建设环重庆邮电大学创新生
态圈，搭建重庆邮电大学“校友汇平
台”，汇聚校友企业475家，邀请42家
校友企业参加广阳湾智创生态城招商
恳谈会，促成17家企业落地广阳湾。

同时，重点建设重庆邮电大学科技
园、重庆工商大学广阳湾校区、重庆建
筑工程职业学院东站校区等重点项目，
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和校友“学在湾
区、创在湾区”，创办高质量科技企业。

除了用好高校资源，重庆经开区还
注重推动重大创新平台为企业“赋
能”。充分发挥招商交科、声光电、中铁
二十局三公司的重点科研院所优势，加

快新技术推广应用及转化，启动创新主
体关键核心技术、重大项目创新点全范
围摸排，推动13项重大科技成果在区
内转化，完成技术合同交易518项、实
现交易额48.43亿元。

企业强，经济才会强；企业兴，城市
才会兴。在培育企业“生下来”，推动企
业“跑起来”的同时，重庆经开区还致力
于帮助企业“练起来”。

重庆经开区以大数据智能制造为
引领，联合北大重庆大数据研究院、重
庆嘉发举办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发展
研讨会，推动盟讯电子、机电智能制造
等重点企业数字化改造，建成23个数
字化车间、3个智能工厂，入库智能化
改造项目135个。

支持企业申报市级创新平台、参与
区和市级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帮助167
家工业企业“入统”，其中91家企业内
设研发机构，占比54.5%。迪马工业等
9家民营企业上榜市民营企业科技创
新指数100强，沙师弟等6家企业上榜
2022年市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强。

强化平台支撑 扩容创新主体添动力

几乎就在重庆邮电大学科技园获批
设立重庆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园的同时，重
庆软件园A区及中国信通院西南分院运
营的“数字内容渝”产业园荣获全市首批

“满天星”示范楼宇称号。
重庆软件园分广阳湾、大南坪两大片

区，有A、B、C、D四大组团。作为重庆经
开区乃至全市重要的软件产业基地，该园
持续探索新举措、新机制，不断提升专业
服务深度，营造人才聚集氛围，成为软件
信息企业孵化和成长的沃土。目前，整个
园区已集聚高新技术企业230余家、软件

信息类企业近2000家，软件从业人员3
万余人。

去年7月，《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满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
公布。《计划》提出，到“十四五”末全市软
件业务总规模要达到5000亿元，行业发

展整体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重庆经开区的发展思路与全市的发

展战略高度契合，正致力推动培育智能终
端、软件信息、大健康3个千亿级支柱产
业和节能环保、汽车电子2个500亿级特
色产业。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
水”。重庆经开区围绕“3+2”产业细分领
域，突出招大引强、招群引链、招新引优，
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去
年，中移物联网“五个一流”工程、台达电
子西部生产基地、科大讯飞AI+汽车产业
生态加速中心等一大批优质项目签约落
户广阳湾，正式签约项目 80 个，投资
476.5亿元。

聚焦“3+2”主导产业方向，重庆经开
区定向匹配土地、资金、人才等重点要素
资源，做到“有保障有压力”；推动产业链
与金融链衔接，出台政策畅通银企对接渠
道，通过基金等多种金融支持工具，着力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产业链与
创新链融合，设立迎龙创新港汇聚各类创
新要素，鼓励创新要素与市场主体联合联
动，融合成为共生经济体。

重庆经开区坚持以科创为产业赋能，
高质量建设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重庆
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基地、重庆邮电大学科
技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产业化赋
能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动新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引育一批产业细分领
域科技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推动产业链
创新链深度融合。

聚焦“3+2”产业 覆盖新兴产业聚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