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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重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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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3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
江新区获悉，日前，为贯彻落实市委
关于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
为“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
牵引的决策部署，《两江新区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2023—2027 年）》正式出
台，其中包括“加快科技创新中心核
心承载区建设专项行动”，并提出了
到2027年初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的目
标。

具体来说，到2027年，两江新
区创新创业生态明显优化，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2%以上，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5%，
众创空间和孵化器数量达到100
家，引进培育100家研发机构，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数量分别达
到1400家和8000家以上，高层次
人才数量达到800人，市级及以上
研发平台达到500家。

大力建设两江协同创新区

3月24日,重庆中国药科大学
创新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两江协同创
新区融合创新中心举行。截至目
前，两江协同创新区新型研发机构
累计达50家左右，科研人员超过
3500人。

记者了解到，两江新区将大力
建设两江协同创新区，坚定不移走

“科创+产业”发展道路，瞄准重点
产业创新需求设立开放式、国际化
高端研发机构，不断推动协同创新、
产业创新、应用创新，加快打造全市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
地。加快建设明月湖孵化加速器、
云上山麓科创基地等创新空间和明
月湖创新孵化社区。

另一方面，两江新区将实施科
技创新型企业集结登峰行动计划，
梯次培育优质创新型企业。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
军，加快建设重庆卓越工程师学
院。推动明月湖科创基金改革转
型，适度扩大基金规模、简化审批程
序，发挥明月湖种子基金投早、投
小、投科技特色。

大力推动产业创新

近年来，两江新区持续加强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集聚数
十家企业及高校院所组建了以新能
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一
批产业创新联合体，畅通“政、产、
学、研、用”融合创新体系，助推汽
车、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发展。

接下来，两江新区将推动政策
资金向产业集聚、研发资源向企业
聚焦，梳理形成产业技术需求和研
发能力供给“两张清单”，启动实施
10个以上产业创新联合体攻关项
目。

同时，两江新区将落实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
增”行动，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创新能力，通过实施研发费用
补贴、重大研发专项、支持建设研
发平台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术
研发投入。支持企业申报国家和
市级科技专项，以国、市、区联动方
式支持实施企业主导的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解决一批“卡脖子”
难题。

在技术服务方面，两江新区将
大力引进知名技术转移机构，推动
建立职业技术经理人培训基地，对
技术经理人跟投和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实施市场化激励机制。

大力推进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2022年12月29日，位于两江
新区的超大分布孔径雷达高分辨率
深空域主动观测设施——“中国复
眼”一期项目正式开机。它可用于
监测外太空小行星运行态势，为人
类空间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下一步，按照“推进建设一批、
预研探索一批”的思路，两江新区将
推动“中国复眼”项目、积声科学装
置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围绕
先进储能领域技术和产业化需求，
高标准组建明月湖实验室，布局一
批国家及市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做优做强市级
重点实验室。

同时，两江新区还将强化基金
支持力度，完善种子基金、天使基
金、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体系，强化
对初创期项目的股权投资支持力
度。大力招引一批优质市场化、社
会化创业投资机构，引导带动社会
资本、金融资本共同推动科创企业
培育发展。建设协同创新智慧科
创平台，构建一站式线上、线下服
务平台。

到2027年初步建成
有全国影响力的“核心承载区”

两江新区两江新区

□本报记者 张亦筑

“西部科学城承载着成渝地区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梦
想。”重庆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邓敏
军表示，作为重庆科技创新的主平台，
当前，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在以推动高
能级科创平台建设为主抓手，积极打造
科技创新“策源地”，助力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累计引育省部级以上创新平
台327个

坐落于凤栖湖畔的金凤实验室，是
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的头号工
程，被确定为重庆实验室的“新样板”、
国家实验室的“生力军”，举全市之力高
标准、高起点打造。

尽管正式揭牌运行还不到一年时
间，但金凤实验室把重大疾病的下一代
诊断作为核心任务，已在平台建设、人
才集聚、成果转化、开放合作等诸多方
面取得积极进展，在卞修武、段树民、赵
宇亮、董晨等院士领衔的20个科研团
队努力下，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
比如研发的“病理取材目标检测系统”

“综合智慧医疗（病理）应用平台”获得
2022昇腾AI创新大赛重庆赛区决赛
金奖。

日前，第十一届棒棰岛肿瘤前沿论
坛在渝举行，借助这一国内肿瘤基础研
究与转化应用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学术论坛，更多院士专家走进金凤实验
室参观考察、深入了解，对于入驻实验
室表现出浓厚兴趣。

“金凤实验室是西部（重庆）科学城
构建高端实验室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
级的一个缩影。”邓敏军介绍，除此之
外，科学城正加快建设工业软件云创实
验室、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并推动重庆
医科大学国际体外诊断研究院等8家单
位成功获批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目
前，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累计引育
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327个。

专班推进、滚动实施校地院
地合作项目44个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是行动方
案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按照要求，西
部（重庆）科学城将围绕“科学之城、创
新高地”总体目标，高水平建设“科学家
的家、创业者的城”，推动大学城与科学
城融合发展，推动“一核五区”一体化协
同发展。

“事实上，自西部（重庆）科学城启
动建设以来，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校地
合作，把大学城智力优势转化为科学城
高质量发展优势。”邓敏军表示。

一方面是强化在渝高校院所“基本
盘”作用，另一方面是积极引入市外名
校名院加入“朋友圈”。2020年以来，
除了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陆军军医大
学等14所在渝高校，中国科学院、北京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双
一流”高校、“国字号”院所、“央字头”企
业也纷纷落地，推动引进培育和建设大
科学装置、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和研
发机构，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在科学城转
移转化和产业化，打造校地协同创新创
业生态圈。

“通过专班推进、滚动实施，我们已
累计实施校地院地合作项目44个，累
计转化科研成果221项，科研成果转化
收入约3.207亿元。”邓敏军介绍，比
如，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突破数
值计算通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海
交大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成功合成全
新骨架实体新分子，重庆汽车软件创新
研究平台汽车软件基础操作系统“础光
linux”已经开源发布。

加快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为贯彻落实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行动，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加快把

‘施工图’变成‘实景图’。”邓敏军表示，
下一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紧扣科学
城和大学城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发展两条主线，以持续打造高能级科
创平台为根本切入点，主动谋划、积极
作为，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台
阶、实现新超越。

在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
面，科学城将提速建设超瞬态实验装
置、超高流强稳态氘氚中子源科学装
置、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在全力构建高端实验室体系方面，
高水平建设金凤实验室，推进广州实验
室、张江实验室重庆基地落地，启动建
设工业软件云创实验室、智能网联汽车
实验室。

在持续引进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
推动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上海
交大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已投用平
台产出更多重大科研成果。瞄准“国字
头”“中字头”优质科研单元、引进国家
级创新团队，力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中出进度、出形象、出成效。

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为抓手
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西部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科学城市科技局市科技局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最近，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
心迎来了首批团队入驻，他们来自
重庆汽车软件创新研究平台两大
主体——重庆中科汽车软件创新
中心（下称“创新中心”）和国科础
石（重庆）软件有限公司（下称“国
科础石”），人员规模近200人，其
中研发人员超过80%。

目前，创新中心和国科础石科
研团队正在加快技术研究和产品
落地实施，为我国汽车操作系统、
中间件及开发工具提供完整的解
决方案，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汽车软
件产业发展。

从“夯基垒台”迈向“提质
升级”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是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源泉。”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全市抢抓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深入推进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创
新，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从“夯基垒台”迈向“提质升级”
的新阶段。

其中，西部（重庆）科学城、两
江协同创新区等核心承载区加快
建设，集聚各类研发平台964家，
成为全市科技创新主引擎。国家
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应用数学
中心等国家科创平台加快落地，超
瞬态实验装置、中国复眼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提速建设，两院院士、
国家“杰青”、国家“优青”等高层次
人才不断集聚，为科创中心建设积
蓄了发展潜力。

“随之而来的是产业创新水平
得到新提升。”该负责人称，近年
来，我市通过实施重大（重点）专项
等研发项目1000余项，取得了汽
车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等重大成果，
集聚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高水
平研发平台19个，整合汽车产业链
创新链3500多家企业，推动万亿
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提速建设。

川渝科技合作实现新拓展

既要练内功，也要抓协同。市
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川渝两地科技部门聚焦增强成渝
地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着力构建

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形成了区域科
技创新平台共建、资源共享、项目
共促、政策共通、成果共享局面，推
动川渝科技合作实现新拓展。

比如，为进一步推动实验室建
设走深走实，2022年年底，两地科
技部门合作起草了《关于推动川渝
共建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实施意见》，
围绕智能科技、生命科技、低碳科技
等主攻方向，在人工智能、先进制
造、大健康、节能环保和现代农业等
重点领域，加快川渝两地实验室体
系建设，以产业应用为导向开展应
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解决
产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难题。

目前，川渝两地已成立高校、
高新区、产业园区、创新基地等联
盟40余个，共建（省市）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9个，联合实施研发项
目110项，共享科研仪器设备1.2
万台（套）。在促成毗邻区开展科
技创新合作的同时，双方推动国际
合作进展明显。

从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站在新的起点上，着眼推动
科创中心建设取得更大突破性进
展，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力争今年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35%左右，科技型企业超过4.8万
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7000家。”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快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
比如，提质发展西部（重庆）科学
城、两江协同创新区和广阳湾智创
生态城，着力构建“原始创新—产
业协同—产业落地”的创新体系；
推进建设“一区一平台”，加快形成

“一区一特色”。
加快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比如，

组织实施汽车核心软件、人工智能、
高端器件与芯片、先进制造、生物医
药等重大（重点）专项，以科技创新
赋能产业发展；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加快
培育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加快扩大科技交流合作。举
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深入推进川渝协同创新，着力推动

“万达开”协同创新示范区建设。
加快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比

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创新
要素向企业汇聚；探索校企、院企
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构建产
学研协同新机制。

推动科创中心建设
取得更大突破性进展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按照发展蓝图，抓好“十项行
动”。《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
年）》提出的“十项行动”中，第四项
是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

行动要求，到2027年，建成区
域协同创新体系，科技创新能级跃
升，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形成，
力争产生3项重大科学发现和技
术成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
增长1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企业总量分别达到1.27万家
和8.6万家，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
到22%。

这一目标和相关任务将如何
细化落实、分步完成？如何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3
月30日，记者采访了市科技局、西
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新区相关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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