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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11月20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重庆）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产业专题
对接活动举行。相关政府部门、国家级行业
协会、市外客商企业等200余名代表齐聚一
堂，围绕重庆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产业进行
推介，并就行业发展趋势及如何承接产业转
移、共享发展商机、做大做强产业等展开了交
流。

全市共有药品生产企业180
余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370余家

市经济信息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莉向
客商推介说，目前，全市共有药品生产企业
180余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370余家，包括
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121家、上市企业
15家。

近年来，重庆医药产业创新产品不断涌
现，2022年，重庆获批上市药品和医疗器械
产品400余个，较2015年末增加近3倍。30
余个创新药项目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包括单
抗、胰岛素、肿瘤疫苗、CAR-T细胞等。

此外，重庆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入选全国

首批6个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获批设立
“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成为继北
京、上海、广州后第四个可进口首次在中国境
内销售的药品和生物制品的城市，为医药产
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当前，重庆以创新、集聚、开放为引领，
正在加快构建‘1+5+N’医药产业体系。”罗
莉表示，“1”即以重庆国际生物城为核心打
造1个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5”即以
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长寿经
开区、涪陵区、大渡口区5个集聚区为骨干，
加快产业集聚发展产业基地；“N”即鼓励其
他条件具备的工业园区，根据自身特点建设
医药产业特色园区，产业布局得到逐步优
化。

到“十四五”末，生物医药产业
规模突破2000亿元

未来，我市将加快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
级，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产学研医协同，
为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提供有力
支撑。

根据目标，预计到“十四五”末，培育产值
百亿级企业3家、50亿级企业5家，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力争突破2000亿元。
为实现上述目标，重庆将实施创新资源

集聚、转化能力提升、高质量产品倍增、产业
链提升、供应链安全保障、政府服务精准提效

“六大工程”，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驱动发
展。

其中，实施创新资源集聚工程，旨在不
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对此，重庆将瞄准新
赛道，围绕抗体、重组蛋白及多肽药物、疫苗
等重点领域加大创新投入，积极在核酸药
物、3D打印、再生医学、细胞和基因治疗药
物等新兴领域布局。围绕合成生物学、类脑
科学等精准医疗前沿细分领域，加快底层前
沿技术攻关，为产业创新发展持续提供技术
支撑。

医药工业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

对接活动中，多位行业协会专家、企业家
代表现场分享了医药行业发展特点及趋势、
企业案例及经验等。

“近年来，医药工业全行业营业收入呈现
出剧烈波动的特点，行业发展面临严峻挑
战。”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学恭表

示，从今年上半年经济指标来看，医药行业各
个子行业的增长不平衡，化学制剂、中药饮
片、中成药等3个子行业营业收入、利润保持
正增长。不过，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卫生
材料及医药用品、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等4
个子行业营业收入、利润均出现负增长。

尽管行业增长不平衡，但整体上医药研
发投入持续保持高强度，今年上半年，国内医
药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约18%，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4.8%。

王学恭认为，未来几年，医药行业将面临
剧烈的洗牌和整合，这也将促成企业间加强
合作、“抱团取暖”。

“近十年，我国医学装备市场规模持续增
长，年复合增长率约15%。2022年，我国医
学装备市场规模达到1.15万亿元，居全球第
二位。”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秘书长张林鹏围
绕医学装备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分享。

在他看来，医学装备产业快速发展，呈现
出诸多特点。比如，高端医疗装备初步呈现
全面创新突破势头，国产高端医疗装备在
国内市场占比逐年提升等。“未来，医学装
备行业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多学科融合
创新将进一步加速，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也
将得到重塑。”

重庆将实施六大工程
加快构建“1+5+N”医药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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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市共有药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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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生产企业370余家

未来几年，医药行业将
面临剧烈的洗牌和整
合，这也将促成企业间
加强合作、“抱团取暖”

未来，医学装备行业市
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多
学科融合创新将进一步
加速，产业链供应链格
局也将被重塑

□本报记者 栗园园

11月20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专
题对接活动在渝举办。来自北京、山东、江
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150余家企业
代表，国家有关行业协会负责人、专家学者、
市级和区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共300余人参加
活动。

今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更是被
纳入全市支柱产业集群进行重点培育，以
麻辣为特色的重庆美食工业开始驶入快车
道。

活动现场，来自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行业
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齐聚一堂，共同探讨
产业发展的未来，重庆的相关区县也相继对
特色产业进行重点推介，助力重庆从“味觉高
地”向“产业高地”进发。

麻辣味型将成主流味型

据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
重庆规模以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同
比增长4.3%，新签约产业项目327个，协议
投资超950亿元。

番茄资本创始人王勃在发言中称，中国

餐饮行业是最具潜力、未来可持续性最高的
投资赛道之一，而食品加工产业是其中重要
环节。他认为，以火锅、川菜为代表的麻辣味
型对嗅觉、味觉、视觉具有极强冲击性，川渝
火锅因此享誉全国，全国川菜门店数也居各
地方菜系之首。

“川渝还盛产花椒、辣椒、胡椒等香料，具
有调味品产业发展优势，在川味复合调味料
领域的标准化、专业化程度高，领跑全国。”王
勃说，麻辣味型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味型，重庆
孕育着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张
宇昊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他说，重庆食品
加工已具备工业化基础，例如川渝火锅，已
成为川菜菜系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如
毛肚、鸭肠等水发类制品已实现绿色标准化
生产；川渝火锅调味料智能化生产技术已全
面突破等。“有坚实的市场基础支撑，重庆发
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前景看好。”张宇
昊说。

未来食品是发展的重要方向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活动期间，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未来食品科

学中心教授陈坚表示，食品工业是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随着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将对
食物供给质量、食品安全营养、饮食方式和精
神享受提出更高要求。所以，以合成生物学、
纳米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未来食
品是重要发展方向。

“以食品感知技术为例，通过研究食品感
官特性和消费者的感觉，探究感官交互作用
和味觉多元性等，可以让我们从‘认识风味’
到‘掌控风味’，从‘改造风味’到‘创造风
味’。”陈坚说，如何应用生物技术推动食品产
业进步，如何发展食品科技丰富生物产业内
涵，将是食品加工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和挑战。

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总工程师黄
思瑜建议，产业标准化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牵引，食品产业链环节多、标准多。
目前，存在特色食品标准化体系建设欠缺、企
业标准整体质量不高等问题。

多家企业寻求在多个领域
开展合作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其他省市的100余名
外商，重庆各区县相关负责人也对各自特色
产业进行重点推介，寻求合作机会。

万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该区“5+
10+X”现代化工业体系整体规划，明确了粮
油饲料加工、生猪屠宰及精深加工、特色食品
加工3个大类，目前已实现粮油产业做大做
强、特色食品产业多点开花。

“我们希望与全国知名加工企业对接落
户粮油精深加工项目、生猪屠宰及肉类精深
加工项目，同时希望引进一批健康食品、休闲
食品、宠物食品等加工企业，推动本地特色食
品产业链不断完善。”该负责人说。

梁平区相关负责人则立足预制菜产业
发展，提出希望引入全自动预制菜食品包
装设备生产类项目、预制菜生产加工项目
等。

依托火锅食材产业基础和优势，合川表
示希望与全国各地优质企业共同围绕水发
类、肉类、水产类、植物蛋白类、蔬菜类、火锅
调味料、火锅餐具装备等火锅食材全产业链
开展产业对接。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未来，重
庆将携手更多的产业生态伙伴，充分利用
重庆多元化消费场景、近千家规模以上食
品生产企业的产业环境，在创意设计、智能
制造、数字新消费、供应链管理等领域开展
合作，拓展商机，接力跑出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

美食工业驶入快车道
重庆从“味觉高地”迈向“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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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将携手更多产业
生态伙伴，在创意设
计、智能制造、数字新
消费、供应链管理等领
域开展合作

川渝在川味复合调味料
领域的标准化、专业化
程度高，领跑全国。麻
辣味型将成为未来的主
流味型，重庆有巨大的
产业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唐琴

11月20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重庆）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专题
对接活动（以下简称对接活动）在重庆举行，
吸引来自全国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领域
的220家企业、300余名代表参加。

此次对接活动累计助推产业转移合作落
地项目52个，共计金额376.95亿元，涉及高
端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新能源装备等多
个领域，呈现出延链补链项目多、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多、重大优势产业项目多的特点。

在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领域，重庆基
础如何？哪些区域潜力大？未来还有哪些规
划布局？在对接活动中，这些信息值得关注。

占重庆工业总产值的17.3%

“重庆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业基础厚实，
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225家。”在对接活动上，
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涂兴永介绍，2023年前
三季度，重庆装备制造产业（不含汽车）完成
产值3329.8亿元、增长5.1%，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比重为17.3%。

其中，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方面，重庆
形成车体制造、牵引动力、制动系统、转向
架、车辆连接等产业体系，是国内首个建设

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的城市，现有规上企业
80余家，具备年产800辆轨道交通车辆的
制造能力。

在农机装备产业方面，重庆被称为“中
国微耕机之都”，年产微耕机约 200 万台
套，约占全国微耕机总产量的2/3，其中近
50%销往东欧、中欧以及东南亚和南美洲
等海外市场。

在通机装备产业方面，重庆是我国重要
的通机生产基地，共有通机本土龙头企业5
家，外资企业3家，零部件配套企业400余
家，年产销量超1400万台，占全国一半。

涂兴永表示，近年来，重庆智能装备及智
能制造业正逐步形成三大显著优势：智能制
造发展迅速，累计创建智能工厂14个、数字
化车间116个；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装备
领域上市企业13家，“专精特新”企业235
家；产业集聚效应凸显，累计培育8个市级特
色产业基地，渝昆高速沿线装备制造产业带
已初步形成。

多个产业承接地有备而来

对接活动中，九龙坡、巴南、江津、永川、
大足、武隆等区县，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需
求，向全国客商抛出“橄榄枝”。

比如，巴南希望在航空航天装备产业中

引入航空航天产业龙头企业，以及卫星通信、
航空装备等项目，构建空天产业核心产业链；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引进车规级芯
片、汽车软件、大小“三电系统”以及充换电、
加注氢、车路协同等项目，构建现代汽车产业
体系；在大排量摩托车产业中引进新能源摩
托车及大排量巡航车、赛车、越野车等中高档
摩托车项目，完善本地配套体系；在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引进智慧农机、智能家居、动力系统
等行业的整机、核心零部件及中高端系统项
目，推动装备整机迈向中高端。

江津在高端船舶动力、高端装备制造、通
机、发动机、现代农机装备等方面形成了一批
优势产品，并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中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聚集区，将重点打造智能制造装
备功能区、先进材料功能区、现代农机装备区
和进出口农产品加工区，诚邀国内外企业投
身江津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这个“千亿赛
道”。

武隆重点推介了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建
设、通用航空器配件生产、露营帐篷生产、户
外家居用品生产、户外骑行穿戴用品生产、智
慧太空舱制造等项目。

永川提出将借力大安通用机场，着力发
展“航空+制造”，打造以无人机与通用飞机
研发制造、航空运营服务为特色的产业集群，
构建全产业链航空物流体系，着力壮大高端

装备特色优势产业。

共建产业合作新高地

未来，重庆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智能装备
及智能制造业？涂兴永向来自全国的客商企
业作了介绍。

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电子配套装备产
业，依托重庆新能源汽车及电子两个万亿级
产业应用场景，承接并打造电机、电控、电动
总成、配套充电设施和等新能源汽车及元器
件、线缆等电子配套装备产业。

大力发展无人机及通航装备产业，抓好
工信部国产通用航空装备物流运输领域创新
应用试点建设工作，推动无人机及通航装备
产业承接及发展，并形成成熟的无人机商业
运营模式和可向全国推广复制的试点经验。

持续聚焦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抓好数控
机床、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典型应用场景
推广，围绕制造业、农业、建筑、公共服务、特
种应急等五大重点领域，着力承接并发展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重庆将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为企业提供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
优质服务保障，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
移，共建产业合作新高地，共创高质量发展新
未来。

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需求
重庆向全国客商抛出“橄榄枝”智能装备

及智能制造产业

2023年前三季度，重庆
装备制造产业（不含汽
车）完成产值3329.8亿
元、增长 5.1%，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17.3%

重庆将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及电子配套装
备产业、无人机及通
航装备产业、智能制
造装备产业等，持续
吸引客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