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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超
过2.6万亿元，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2个百分点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长
1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
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为32.2%

2024重庆制造业

“任务表”
力争全市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8%；制造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至
26%；工业投资增长 14%；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
长5%

计划建成 5个行业产业
大脑、5个未来工厂、10个智
能工厂、100个数字化车间

计划新增软件企业4000
家、新增软件从业人员 10万
人，软件产业规模突破4000
亿元

计划建设市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1家、工业和信息化重
点实验室 10家、企业技术中
心50家

力争新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 400家、“小巨人”企业
3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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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亿后重庆再出发 ②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春节是传
统的新春消费旺季。2月19日，记者从渝中区获悉，春节
长假期间，解放碑-朝天门商圈迎客1191万人，日均客流
148.9万人、同比增长25％，销售额同比增长34.7%，实现
消费“开门红”。

据悉，解放碑英利大融城、八一广场等区域商家都蓄力
打造了龙年主题的艺术装置，商圈重磅推出各类活动、重点
业态，有效带动市民消费。除夕当天，灯光展演照亮“两江
四岸”，来福士作为绝佳观景位，客流同比增长59%，销售
同比增长22.23%；春节期间，甄选小大董、巴将军、五斗米
等品质餐饮、老字号商家也举办了迎春宴席展，餐饮消费旺
盛，同比增长25.62%。

同时，近40家新店首店大店也集中亮相，有力拉动消
费。新春前后，意大利国宝级羊绒品牌哥伦布、意大利百年
时装屋寇蕊全国旗舰店、WM西南首店、Wooha全国首店
等一批首店陆续开业，有力拉动消费。借助特色场景打造，
各网红景点也迎来人流高峰，带动商气、人气两旺。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春节长假期间，渝中区消费
市场持续高速增长，全区36家商场、购物中心、特色街区和重点
门店等抽样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48亿元，同比增长19.23％。

春节长假期间日均客流同比增长25%

解放碑-朝天门商圈
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中国证监
会网上办事服务平台信息显示，近期，相继有2家重庆企业
与保荐机构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并在重庆证监局完成上市
辅导备案。这意味着，重庆再添2家上市辅导备案企业。

这2家企业，分别是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臻宝科技）和重庆大美长江三峡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
美游轮）。

其中，臻宝科技于1月31日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辅导协议，并于2月7日在重庆证监局完成
上市辅导备案；大美游轮于1月29日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辅导协议，并于2月2日在重庆证
监局完成上市辅导备案。

公开资料显示，臻宝科技成立于2016年2月，为九龙
坡区企业。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该公司专业从事泛半导体设备核心零部件及先进陶瓷
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在高纯硅、石英、陶瓷等设备核心
零部件制造以及上、下电极的制造、等离子涂层保护工艺等
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产品广泛供应给京东方等行业龙
头和世界知名企业。

大美游轮成立于2002年3月，为忠县企业，主要从事
重庆—宜昌长江三峡观光旅游和商务旅客运输，重庆—武
汉长江水路涉外旅游运输，重庆—南京包船旅游运输。

该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挂牌，现为新三板基础层挂牌企业，并已成长
为集长江水路涉外旅游运输、长江三峡观光旅游运输、酒店
经营管理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公司。

随着大美游轮、臻宝科技先后完成上市辅导备案，目前
重庆上市辅导备案企业已达34家。

近年来，重庆把大力培育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上市作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抢抓我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
注册制带来的机遇，建立起组织推动、政策拉动、基金撬动、
宣传发动、多方联动的企业上市系统推进机制，帮助企业借
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2023年，重庆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10家，包
括从深圳迁入璧山的1家上市公司，以及9家A股IPO（首次
公开募股）上市公司。其中，全市新增境内IPO上市公司数
量排名西部第一；新增境内IPO上市公司首发融资额达
120.74亿元，同比增长191%。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前，全市境内外上市企业共计达99家。

重庆新增
2家上市辅导备案企业
全市上市辅导备案企业达34家

（数据来源：市经信委）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
习生 郑佩茹）2月19日，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去年重
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新增入网大型科研仪器设备1011台，
清理报废、信息有误等情况的仪器设备719台。至此，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入网总量达9288台，总价值约79.9亿元。

据介绍，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是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些
仪器往往价格昂贵、耗资巨大，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共
享，是提高区域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的有效举措。

根据去年的入网情况分析，从单位类型来看，高等院校
新增入网265台，累计入网4453台、占比47.94%；科研院
所新增入网420台，累计入网2423台、占比26.09%；企业
新增入网133台，累计入网1601台、占比17.24%；其他机
构新增入网193台，累计入网811台、占比8.73%。入网数
量排名前五的单位分别是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市计量
质量检测研究院、陆军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其中西南
大学入网1081台、占比11.64%。

从类别来看，占比最多的5类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为：分
析仪器4177台，占比44.97%；物理性能测试仪器725台，
占比7.81%；电子测量仪器622台，占比6.70%；工艺实验
设备619台，占比6.66%；计量仪器318台，占比3.42%。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型科研仪器入网后，高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就可以将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科技咨
询等科技服务“商品化”。也就是说，有需求的企业通过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就可以像逛“淘宝”一样，自主选择购买服
务，从而降低研发成本。

此外，为加强川渝两地科技资源共用共享，川渝两地共
同打造了川渝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目前已实现川渝两
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两地平台用户统一身份认证登
录等功能，整合和共享了川渝两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1.3
万余台（套）、总价值超过130亿元。

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去年
新增大型科研仪器设备1011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
乔）记者近日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今年全
市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引进人才7万
人以上，人社公共服务事项可网办率达到
99%。

针对今年人社部门的主要预期目标，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黎勇介绍，在
就业方面，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登
记失业人员就业15万人以上，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8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
在5.5%左右；

社会保障方面，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654万人、失业保险635万人、工伤保险
705万人，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
参保率90%；

人才方面，引进人才7万人以上，招收
博士后1000人以上，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
证书6.8万人次，新增技师高级技师证书
8000人次，技工院校招生3.9万人，开展补

贴性培训15万人次；
劳动关系方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

案率95%以上，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
70%以上，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
案率97%以上，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
案件结案率98%以上；

公共服务方面，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
覆盖率达到70%，人社公共服务事项可网

办率达到99%，人社政务服务好评率97%
以上。

为此，重庆人社部门将牢牢把握稳进
增效、除险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企的工
作导向，开展“四大行动”，确保目标完成。

“四大行动”分别是社会保险扩面提质
行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行动、人社营商环
境提升行动和人社公共服务优化行动。

重庆今年将新增城镇就业60万人以上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新年伊始，“重庆造”汽车迎来利
好——在今年1月国内新能源汽车月度
销量榜单中，重庆的3个新能源汽车品牌
问界、深蓝、阿维塔均进入销量榜前 10
名，其中问界更是以近3.3万台的成绩首
次成为月度销量之冠。而这，只是重庆制
造业“提能级”的一个缩影。

2023年6月，我市高规格召开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制定实施《深入推进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2023—2027 年）》，部署建设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今年，我市将围绕“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提能级”，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重庆工业经济
提升整体竞争力。

加快智能化转型
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实施
6000多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机械手臂不停舞动，智能物流机器人
将零部件准确送达，新能源汽车增程式动
力系统产品接连下线……2月18日，农历
新年首个工作日，位于长寿区的重庆小康
动力有限公司（简称小康动力）智能工厂，
现场繁忙有序。

以前小康动力各个生产环节相对独
立，加之使用老式机械设备，产品质量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人工操作，不仅管理难度大，
生产效益也不高。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
化、网联化发展趋势加快，企业生产实施数
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我们将数字化技改作为转型关键，通
过应用一批智能化设备和数据信息化平
台，每月产量提升了10倍，产品不合格率
亦大幅下降。”小康动力数字化部负责人杨
飞说，产业数字化带来的产品品质过硬让
市场订单数量骤增。

近年来，重庆重点对汽车、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传统及新兴产业实施
智能化改造，推进“全要素、全流程、全生
态”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变革
从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中小企业延伸，从制
造环节向供应链各环节延伸，以此提升“重
庆制造”核心竞争力，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成效显现，亮点颇多。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底，全
市累计实施6000多个智能化改造项目，示
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近60%。

去年，我市通过部署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专项行动，认定智能工厂17家、数字化
车间 224家，累计分别达到 144家、958
家。预计到2027年，全市规上制造业企业
将进入数字化普及阶段，带动4000家中小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累计推动15万家企
业“上云、用数、赋智”。

强化市场主体培育
聚焦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等市场主体，着力构建优质
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每年全国的鞋类产品里，有超六成的
生产原料，来自一家渝企——重庆华峰新
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华峰新材料）。

华峰新材料不但量产一大批己二酸、
聚氨酯树脂等新材料产品，其3D打印的
一体轻量运动鞋等应用产品，同样让人眼
前一亮。

另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
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每年近
1000万只的销量，在全球通机点火器市场
的占有率达20%。

“‘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能力突出，平
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4%，高出全市平均
水平约3个百分点，营收和利润也表现抢
眼，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市经信委负
责人表示。

当前，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和产业链短板空白，重庆聚焦创新型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等市场主体，形成从初创期、成
长期、发展期到跨越期的优质企业梯度培
育体系。

去年底我市出台《重庆市独角兽、瞪羚
企业培育工作方案（2023—2027年）》，加
快培育支撑全市制造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后备力量，计划到2027年培育独角兽
企业15家、潜在独角兽企业30家、瞪羚企
业300家。

另外我市还将组建中小型“硬科技”企
业帮扶库，计划每年重点帮扶企业不少于
50家，推动入库企业营业收入实现3年

“倍增”，实现优秀入库企业“做大、做强、做
上市”。

推动数字化变革
将建设“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通过数字化变革引领制造业系统性
重塑

前述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立足“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总任务，紧扣“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总要求，锚定“打造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中心”总目标，今年我市将提速建
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贯通培
育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和

“新星”产业，加快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
动，一体推进稳链强链、基础再造、能级跃
升、提质增效，是今年我市制造业发展‘重
头戏’。”该负责人表示。

具体而言，将通过实施未来产业和高
成长性产业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未来产业、
工业母机、无人机，以及通航装备、氢能等
专项行动方案，细化明确全市新质生产力
培育方向，实现“一个集群、一个专班、一套
方案、一抓到底”。

此外，市经信系统将持续推动产业数
字化“增效”，通过数字化变革引领制造业
系统性重塑，计划全年建设5个行业产业
大脑、5个未来工厂、10个智能工厂、100
个数字化车间，实施1500个数字化、绿色
化技改项目，建设“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围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
目标，今年我市还将迭代完善数字经济系
统，推进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产业链治理现
代化改造、制造业亩均论英雄等改革项目，
推进核心业务梳理、数据归集和“一件事”
谋划，包括建设上线产业大脑能力中心，建
成3个线下赋能中心，不断丰富天然气供
用、电力运行等“一件事”，上线投用重大应
用5个以上，加快构建数字赋能应用体系。

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提能级”

重庆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

1月8日，在位于沙坪坝区的拓普汽车底盘系统(重庆)有限公司，汽车内饰智能生产线
正满负荷运转。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2月18日，万州经开区高峰园，重庆平
湖金龙精密铜管有限公司的全自动化生产
线上，一片繁忙景象。

此条生产线是不久前新建成投用的，24
台智能装备正马力全开，抓紧生产新能源汽
车使用的铜扁线，年产量预计超5万吨。

在高峰园，平湖金龙投资13.8亿元建设
的年产 8 万吨精密铜管项目布局多条生产
线，使万州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
先进的精密铜管研发、制造基地。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万州：

精密铜管制造基地
生产汽车配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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