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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共建“一带一路”机遇
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向万亿级产值规模迈进

拓展通道拓展通道
大平台带动大开放大平台带动大开放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从惠普将年产4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

设立在重庆开始，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从零起步”。
但是，单凭一个惠普400万台项目，不足以撑起

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梦想。毗邻川、鄂、湘、陕、黔五
省，地处我国内陆东西接合部的重庆，立志要建成全
球大规模产量笔记本电脑基地，必须创新解决物流
成本问题。

为此，重庆没有沿袭其他地区发展出口加工贸
易将原料从境外购入，再把生产产品出口到国外的

“两头在外”方式，而是抢抓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实
行“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垂直整合一体化，将原材
料、零部件等生产流程引入本地，实现本地化配套，
以此大幅降低进项物流成本。

通过“一头在外、一头在内”，重庆将制造一台笔
记本电脑所需的零部件实现了最大化本地配套，让零
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只有少量零部件配套需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而解决了配套成本问题。

重庆还通过拓展物流配送通道，推动“重庆造”
笔电产品生产和出口提速。

比如，为推动惠普产品通过波音航班满载不经
停直达欧洲，重庆不仅修改了江北国际机场设计，还
创新开通了中欧班列（渝新欧），将重庆到德国杜伊
斯堡的货运空间距离缩短为13天，解决了笔电产品
交货期“痛点”。

“大品牌带动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通道、大通
道带动大平台、大平台带动大开放”，在重庆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进程中，这一思路生动诠释了产业与开
放的相辅相成关系。

开放通道的建成，让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由“筑巢引凤”演变为“引凤筑巢”，很快形成“品
牌厂商+代工企业+配套零部件厂商”完整产业
链——惠普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来了，广达来了，英
业达来了；笔电整机企业宏碁来了，华硕来了，联
想来了……

“大量电子信息产业头部企业在渝集聚，为它们
提供服务的物流、金融、检测等行业企业也随之扎
堆，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重庆社科院
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凯认为，这些头部企业落户
重庆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市多年持续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的“隐形推动”。

比如，重庆先后获批设立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西永综合保税区等，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放行”，让进出口企业通关更加顺畅。

“作为中西部地区开放高地，重庆不仅有政策、
区位和人力资源等优势，尤其是‘整机+零部件’垂
直整合一体化产业链，破解了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
易一系列‘症结’。”华硕集团全球董事长施崇棠一语
道出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秘诀”。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重庆印记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⑤大道如砥

成渝联动成渝联动
带动电子信息产业腾飞带动电子信息产业腾飞
抢抓共建“一带一路”机遇，通过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加持”，多年来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始终蹄疾步稳。
去年11月，在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名单中，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
榜上有名，是我市唯一跻身该榜单的产业集群。

“这一评选结果体现出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加速建设，不仅推动两地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建设已见成效，亦带动了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腾飞。”重庆市经信委主任蓝庆华说，去年成渝地区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值规模达到1.68万亿元，占全
国电子信息产业比重超过10%，两地实现了电子信
息制造业5个大类、21个中类产品全覆盖，成为生产
规模国内第三、全球前十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地。

在智能终端领域，成渝地区已经是全球生产规
模最大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计算机整机生产基地，
以及全球生产规模第三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目
前全球2/3的 iPad、超过半数的笔记本电脑，还有
10%以上的智能手机都是“成渝造”。

成渝地区生产的智能投影设备占全球市场份额
超过15%，其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70%。在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和军工电子等多个电子领域，成渝地
区也有不少“代表作”。特别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带动下，两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速。

连日来，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徐泽鸿忙着与重庆分公司负责人电话沟通。“我
们正在推动重庆分公司扩大规模，今后成渝两边公
司将形成一体化发展，优势互补。”徐泽鸿说，四方伟
业重庆分公司落户在两江新区，得益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近年企业在成渝地区参与了多个政
府及企业项目。

徐泽鸿的工作状态在川渝两地企业界很有代表
性。作为川渝共有的优势产业，两地电子信息产业
的交流发展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来自四川省经信厅、重庆市经信委消息称，近年
四川通过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强配套，重庆通过
补链、建链、强链，两地电子产业生态圈均已成形——
包括英特尔、京东方、惠科等电子信息龙头企业纷纷布
局川渝，双方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互补有力。

接下来，川渝两地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链跨区
域融合共建，包括在智能终端、新型显示、能源电子
产业链上发力，共建集成电路、网络信息安全等产业
集群；联合开展战略科技力量培育行动，策划建设一
批重大技术创新平台，培育高端创新资源承载地和
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

此外，在加强与国内外重点区域合作、拓展电子
产品消费市场、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国际优质资源“引
进来”和本地优质产品“走出去”等方面，两地还将联
合搭建国际招商信息平台，争创1—2个国家级电子
信息产业承接转移示范区。

4951.2亿元

2022 年，重庆电子

信息产业进出口 4951.2

亿元，占同期重庆外贸进

出口总值的60.7%

7356.3亿元

2022 年，重庆电子

信息制造业产值规模

7356.3亿元，建成智能终

端 5000 亿级产业集群，

以及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仪器仪表、智能家电

等多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755亿元

2022 年，重庆集成

电路产业产值规模进入

全国十强；新型显示产业

实现产值755亿元；传感

器及仪器仪表产业实现

产值397亿元；能源电子

产业实现产值752亿元，

均居全国前列

（数据来源：重庆海关，重
庆市经信委）

□本报记者 夏元

9月20日，第4亿台“重庆造”惠普电脑

生产下线。

从生产第1台到第1亿台，惠普在渝用

了8年，从生产第1亿台到第4亿台，惠普在

渝只用了7年。用时的缩短和产量的增加，

反映的是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抢抓共建“一带一路”机遇，重庆持续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

工体系，吸纳全球各类要素资源，不断发展

壮大。

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最有说服

力——通过拓展中欧班列（渝新欧）、西部

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等国际物流大

通道，让众多电子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纷至沓来。当前重庆已一跃成为全球重

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正朝着万亿级产

值规模进军。

迭代升级迭代升级
““芯屏端核网芯屏端核网””亮点多亮点多
随着笔电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重庆电子信息产

业亦实现了迭代升级——
当前，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形成“1＋N”多元组

合产业形态，由笔电产业“一枝独秀”演进为“产业
森林”，电子信息产品从单一的笔记本电脑向着手
机、打印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等产品全方位
拓展。

特别是近年来，包括智能座舱、集成电路等一大
批电子信息产品都实现“重庆造”，“芯、屏、端、核、
网”产业链布局逐步完善。

尤其是在2013年7月，随着全球液晶显示领域
巨头——京东方第8.5代液晶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
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建，让重庆电子
信息产业加速向高端迈进。

“京东方的到来，填补了我市液晶面板产业发展
空白，开启了发展显示面板产业新篇章，大幅提高了
笔电、手机产品的本地配套率，同时也实现了笔电、
手机产业垂直整合，推动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由高速
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原
院长易小光表示。

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带动下，重庆持续推动“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布局，通过科技创新与补链成群

“双轮驱动”，发展亮点颇多——
“芯”——全市基本形成“芯片设计—晶圆制

造—封装测试—原材料配套”产业链条，成为集成电
路生产力布局重点承载区域，其中功率半导体晶圆
产能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全市集聚制造企业70家、
设计企业40余家，建成国内首条12英寸电源管理
芯片晶圆线，发布国内首款硅基集成工艺包。

“屏”——基本建成“基板玻璃—显示面板—
显示模组”产业链条和“硬件+内容”产业体系，
显示面板总产能跻身全国省市排名前 10 位；
AMOLED面板实现量产，MicroLed面板研发进度
国内领先，康宁“大猩猩”基板玻璃等重点项目加
速推进。

“端”——集聚了一大批知名品牌商、整机和配
套企业，成为全球智能终端重要生产基地；截至去年
底，全市微型计算机、手机产量均突破1亿台；激光
电视等新型终端产品产量快速壮大。

“核”——新能源汽车“大小三电”、汽车电子、仪
器仪表产业不断壮大；建成国内首条自主可控压力
传感器后端腔体工艺生产线；“重庆造”比亚迪刀片
电池实现量产，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建设提速。

“网”——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工业互联网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
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相继获批建设，
产业生态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正通过实施软件产业

“满天星”计划，带动制造业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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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1 日，当年度重庆电子信息

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总量比重达到 16.6%，增长

贡献率达到 33.9%，取代汽车产业，成为全市

工业增长“第一动力”并保持至今。图为广达

（重庆）制造基地，该基地日产超 10 万台笔记

本电脑。

2022 年 11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名单，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

群入选，标志着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带

动下，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图为联合微电子自主研发的第一张 8 吋硅

基光芯片晶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2013 年 7 月 17 日，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在两江新区开工建设，标志着重庆电子

信息产业迈向高端产品领域。图为京东方重庆

第6代AMOLED（柔性）显示产品样品。

7月26日，位于两江新区水土新城的重庆万
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晶圆工厂，工程师安装调
试新扩充的车规级芯片生产设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