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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市场新宠，智能投影产品销量持续攀升。
热门行业自然竞争激烈，全国在售品牌已近300个。

在激烈的竞争中，川渝“两大门派”——四川极米
光电、重庆峰米科技笑傲江湖，成为业界“投影双雄”。

当前，极米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第一，占比超过

20%；峰米市场份额位居全国第三，2022年销量增速全
国第二，同比增长超过110%，在激光电视领域位居第
一。

极米与峰米能够在行业“领跑”，与川渝强大的电子信
息产业链密切相关。

经过多年发展，川渝两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OLED
生产基地，全球2/3的 iPad、50%的笔记本电脑、10%的
智能手机都是“川渝造”。2022年，川渝两地电子信息
产业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1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正在川渝崛起。

电子信息产业是川渝两地

创新实力最强、产业基础最好、

渗透范围最广、经济增长贡献最

多的支柱产业。2022年，川渝

两地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2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4%，正在

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产业名片

“实力上看，川渝电子信息产业和
沿海地区还有差距，但我们更看好这
里的未来，也相信这里可以打造成为
世界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谈及川
渝两地电子信息产业未来潜力时，重
庆云潼科技销售总监宋淮臣信心十
足。

云潼科技本是一家深圳企业，在业
界小有名气。随着公司进入快速发展
期后，云潼科技作出了一个研判：沿海
地区将有不少电子信息产业向内陆转
移。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调研，云潼
科技将目光投向川渝两地。

“川渝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大、
潜力足。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不断推进，两地的来往必然会更频
繁。”宋淮臣说，云潼科技主要生产车规
级功率半导体，重庆是汽车大市，非常
符合公司远期发展需要。

去年11月，云潼科技将总部和生产
基地全部迁移至两江新区。落户不到
半年，公司接洽的四川客户比以往翻了
一倍，其中不乏惠科、长虹这样的知名
企业。

“现在的成渝地区，交通方便，往来
紧密。比如长虹跟我们谈业务，一早从
绵阳出发，在重庆谈完后，下午就可以
坐高铁返回。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宋淮臣说。

云潼科技的感受释放出一个信号：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川
渝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协同发展上，也
迎来了新的机遇，这为打造世界级产业
提供了底气。

“在‘双城记’的框架下，川渝电子
信息产业机遇大于挑战，优势大于劣
势。”陈成瑞说，只要双方电子信息产业
能够抓住机遇，一定可以早日实现世界
级的目标。

春江水暖鸭先知。记者在调研中
发现，目前不少企业已积极行动起来。

去年底，在政府部门举办的对接
会上，致贯科技与一家绵阳的企业搭
上了线。今年伊始，这家企业多次与
致贯科技联系，并达成了实质性合作
意向。

峻凌电子同样在积极拓展四川客
户。其行政经理苏林表示，目前已和四
川多家企业接洽，涉及领域包括新能

源、笔电、手机、5G等。
“在‘双城记’背景下，川渝电子信

息产业要有的放矢，共同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
链‘六链协同’。”就川渝电子信息产业
如何抢抓机遇，易小光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

具体而言，产业链上，要推进川渝
两地电子信息产业合理分工，提高集群
集聚水平；供应链上，要完善国际供应
布局，畅通川渝两地电子信息制造原
材料和产品供应通道；价值链上，要积
极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产业全球价值
链地位，增强集群引领能力；创新链
上，要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增强集
群核心竞争力；人才链上，要强化高端
人才引进，大力引进和培育中高级和
技能型人才；资金链上，要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提升科技金融能力，注入集群
发展活力。

抓机遇营造更加良好产业生态

川渝电子信息产业要“六链协同”加速跑

重庆京东方的
研发人员在监测数
据。
（重庆京东方供图）

重庆宇海精
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工人在检查生产
线上的笔电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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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一个产业是否强大，最
直观的体现应该是“品牌”。就像大家
提及川渝汽车，总能想起长安、赛力斯
等本土品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川
渝汽车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反观电子信息产业，就规模而言，
它是川渝体量最大的产业，知名品牌
也不少，比如惠普、英特尔、京东方、惠
科等，但叫得上名的本土品牌屈指可
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川渝电子
信息产业在品牌培育上的不足。

一个知名品牌，往往意味着它掌握
了行业的核心技术，能够集聚更多上下
游企业，对一个产业的带动性不言而
喻。而缺少知名品牌，也就意味着一个
地区可能只是做配套、做组装，入得了

“圈子”，却进不了核心。
由此，川渝两地想要协同打造世

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品牌培育必须跟
上节奏，培育出更多在全国叫得响的
本土品牌，为后续培育打造电子信息
产业生态打好基础。

不过，品牌培育也非一朝一夕之
事，当前川渝可以从已有一定知名度
的品牌着手。

比如极米和峰米，四川和重庆可多
给予支持，让他们在行业内继续保持领
先。待它们成为川渝电子信息产业的
龙头企业时，势必能培育或带动更多上
下游产业进入川渝，让川渝成为国内智
能投影产业的高地。

再如长虹新能源、火车牌电池，
这些品牌可谓家喻户晓。诸如这样
的品牌，川渝两地如果能抢抓机遇助
其进一步发展，不仅川渝两地均可受
益，还可借此完善电子信息产业上下
游产业链，进而培育本土知名品牌。

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呼唤更多本土知名品牌

四川长虹新能源和重庆电池总厂
（以下简称“重庆电池”）,本该是“你死
我活”的对手。

说起长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家
电。其实，它还有一条重要的业务线：
碱性电池生产。

5月初的一天，在四川绵阳长虹新
能源展厅，记者看到了许多不同规格、
不同用途的电池。“这个领域的竞争非
常激烈。”长虹新能源发展管理本部部
长付鲲鹏说，在国内，有南孚等龙头；
在国外，有松下等劲旅；在重庆，长虹
新能源也有一个强劲对手——火车牌
电池。

“火车牌是重庆本土知名品牌，是
西南地区市场不可回避的对手。”付鲲
鹏坦言，这样的两个企业，一般情况下，
必然是“互相厮杀”，但他们却“握手”搞
起了合作。

原来，双方的锂电池技术各有侧
重：长虹新能源擅长规格偏小的，比如

用于遥控器上的7号电池；火车牌在大
规格上更有优势，比如在热水器上使用
的1号电池。为此，双方决定优势互补。

当长虹新能源生产的一些电器需
要大规格的电池，或者客户提出要大规
格电池时，长虹新能源会委托重庆电池
负责生产。反之，当重庆电池需要一些
小规格电池时，也会找到长虹新能源给
予支持。

“与其‘以己之短，攻敌之长’，不如
携手合作，互惠共赢。”付鲲鹏表示，由
于川渝地域相邻，生活方式相近，长虹
新能源和重庆电池合作，无论在物流、
沟通、时间等成本的控制上，都比与其
他地区品牌合作更容易与方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四川长

虹新能源与重庆电池的关系，却也折射
出川渝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逻辑：抱团合作，共同做大。

市经信委电子信息处处长林耕对此
十分认同。他介绍，川渝两地的电子信
息产业都发展了很多年，拥有庞大的产
业链供应链。相比于有些行业，电子信
息产业更需要“本地配套”，所以，川渝两
地电子信息企业在建立供应链体系时，
往往“除了考虑本地，就是考虑隔壁”。

企业层面也佐证了他的说法。
以投影品牌为例。极米投影产品

的核心主板与驱动的供应商，是位于重
庆两江新区的峻凌电子；峰米则在川渝
地区与20余家供应商进行合作，2022
年合作金额逾3000万元。

再如，国内新型显示巨头京东方，通
过多年在川渝布局，吸引了逾80家国内
外知名配套企业落户川渝，拉动了上游原
材料及装备、下游终端应用产业的发展。

“川渝在芯片行业上的资源互补更
是明显。”林耕说，成都不少企业完成研
发设计后，其芯片流片制造时需要用到
的晶圆，也会从重庆的万国半导体、华
润微电子等企业采购。

紧密的合作，让川渝形成了庞大的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去年11月，工信部公布全国20个集
群成为第三轮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
者，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成
为全国首个进入名单的跨省域先进制造业
集群。

工信部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被
业内认为是“国家队”选拔赛，能在这场
高手云集的对决中脱颖而出，表明川渝
电子信息产业已具备国内产业集群的
最高水准。

“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成了好伙伴

四川长虹新能源和重庆火车牌抱团发展

规模大、水准高，不代表没有缺陷。
5月底，两江新区水土新城，京东方

的配套企业致贯科技车间内，8条膜切线
正在全力运转。胶带薄膜在自动化仪器
上快速移动，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后，变
成长度不一、形态各异的胶带产品。

这是显示屏用的特殊胶带，具有高
洁净度、高透光率、高黏着力、耐高温、
抗紫外线等优点，肩负显示屏模具里各
部件间的黏结、遮光、屏蔽等任务。

但这样一块胶带，其原材料在川渝
两地却很难找到。

据致贯科技销售总监冯奎介绍，公
司跑遍整个重庆，也没有买到生产胶带
所需要的原材料。四川虽有，但供应量
也很小。最终，他们只能从华东和华南
地区购买。

类似的困惑不止一个。

位于重庆两路果园港综保区的翊
宝科技，主要生产穿戴式设备，以及负
责保税维修等业务。其相关负责人直
言，虽然他们的订单多在重庆，但就配
套而言，川渝仅占10%左右，“我们很多
东西要从昆山采购，这不利于企业的长
远发展。”

在综保区的另一家企业——负责
生产笔电的仁宝科技，其负责人透露了
一个让人觉得有些尴尬的事实：尽管该
公司重庆本地供应率已达七成，但缺乏
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配套；四川配套多数
为说明书、包装盒等辅助耗材，附加值

极低。
“种种迹象表明，川渝电子信息产

业虽然规模大，但整体产业链还不够完
善，特别是一些细分领域的企业还不够
多。”重庆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副院
长陈成瑞说。

他认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相比，川渝两地电子信息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还比较薄弱，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完
整性、自主创新度、高端人才引育等方
面，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
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川渝电子信息

产业还面临产业链不稳、价值链不强、供
应链不安全、产业布局不优化、生态链不
优等诸多挑战和不足。为此，需要川渝
两地多方发力，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共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认识到这一点，川渝两地已提出了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发展目标。

2021年，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
议明确：川渝两地要协同打造世界级万
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陈成瑞解析说，这一目标的核心，
就是“世界级”三个字。换句话说，下一
步，川渝电子信息产业要在质量上不断
提高，做到精益求精。

“就像谈科技会想到硅谷一样，川
渝电子信息产业的目标，也应如此。”陈
成瑞说。

订单虽在重庆，但原材料要从外地采购

川渝电子信息产业链还不够完善

川渝电子信息产业抱团冲刺“世界级”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 陈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