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一域之光，为新重庆全局添彩。近年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以落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等国家战略为牵引，持续提升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城市能级，努力建设国家级一流开发区，着力打造重庆高质量

发展南部增长极，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贡献新力量。

核 心 提 示

重庆东站是目前全国在建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
纽，引入7条高铁，形成通达23省份、辐射10亿人口的

“1—3—6小时”高铁经济圈，年客流量将近1亿人次。
作为全国在建最大的“四网”融合综合交通枢纽，

重庆东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中推动成渝交流
交往的重要门户、出渝出川四向通道的关键节点；是西
部陆海新通道战略中线、东线通路的重要联结点，是面
向东盟市场的要素集聚的重要平台；是建设战略大后
方的重要着力点，将建成辐射23省、超10亿人口的全
国性新兴枢纽区域。

“当前，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正持续发挥高铁通
道优势，重点推动与东盟合作，深化中新项目，加快
建设‘一带一路’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打造对外开
放合作的前沿阵地，助推区域开放水平不断跃升，加
速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以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为支点，以外向型通道建设
为核心，当前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持续放大“通道+经
贸+产业”联动效应，全面提升城市开放能级。

以贸易通道抢抓境外订单。当前，南岸区、重庆经
开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综合评价中排全市
第一，跨境电商营收21.4亿元，同比增长690.3%。

以资金通道抢抓有效投资。2023年，重庆经开
区正式签约项目78个、合同额约400.5亿元，实际到
位资金120亿元（含蚂蚁消金），近3年项目开工率
72.6%。

以交通通道抢抓项目建设。当前，轨道交通6号
线东延伸段、24号线经开区段、27号线经开区段总体
形象进度分别完成48%、45%、36.5%，茶惠大道总体
形象进度完成约51%。

未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还将实施开放型经济跃
升专项行动，建通道、强平台，稳外资、促外贸，抓招商、
谋合作，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领航提升行动，打造中新
合作承载地和示范区，助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向纵深
推进。

阳春三月，走进位于重庆经开区的重庆美
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车间，只见机械臂凌
空飞舞，各道工序高效衔接。

“我们自主研发的高效高可靠机电控一体
化磁悬浮变频离心机组，在多个方面突破了关
键技术难题。”该公司厂长黄雪松说，美的通用
自2004年成立以来，通过不断创新，目前已发
展成为美的集团在西南地区最大的中央空调
生产制造基地，公司生产的离心式冷水机组在
2023年销量突破2200台。

当前，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智能终端企业
已渐呈集群化发展态势，产业能级大幅跃升。

2023年，重庆经开区与美的通用、和诚电
器等14家重点企业达成产能倍增协议，推动美
的通用新投资5000万元的数字化生产线项目
落地见效，实现当年新增产值超20亿元，并积
极推进维沃通信研发生产基地二期工程等智
能化项目建设，为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储备强
劲动力。

“2023年，重庆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跑出
了8.3%的增长速度，其中‘3+2’产业集群的拉
动作用尤为显著。”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坚持“制造业
强区、高质量发展”理念，现代产业正加速成型
起势。

智能终端产业提质增效。重庆经开区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成功申报成为重庆市 8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截至目前，南
岸区、重庆经开区已集聚起美的制冷、维沃
等 9 家智能终端企业，2023 年实现产值
399.9亿元。

软信服务业持续向好。2023年，新增入统
企业16户，规上企业数量已达75户，引进商汤
科技、深圳大漠大研发基地等重大软信项目29
个，西部首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数字化
赋能基地建成投用。

大健康产业探出新路。辖区大健康产业
拥有规上企业180户，营收规模达743亿元，拥

有各类大健康经营主体约1.8万户，拥有大健
康创新平台51个，处于全市领先水平，拥有全
国首创药品交易平台重庆药交所，京东健康、
阿里健康、医渡云等健康大数据头部企业的西
南总部成功落地。

节能环保产业有效转化。区内已拥有节
能环保企业44家，引进重庆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院入驻，吸引生态企业数鲜云冻等绿色低碳企
业落户，加大技术成果转化，加强与高校合作，
促进与重庆交通大学合作的“沙漠土壤化”技
术成果持续应用于产业化项目。

汽车电子产业加速成型。2023年，区内
工业领域汽车配套企业已有 35家，签约九
洲、禾赛科技、智能网联汽车AI视觉研发生
产基地等项目 27个，重庆市绿色能源发展
公司成功落户建成快充站79座、快充桩823
个，依托禾赛科技等龙头企业谋划建设激光
雷达产业园，填补汽车零部件产业空白领
域。

脑与智能科学被认为是人类科学的“终极
疆域”，是科研桂冠上最难以企及的明珠。

而重庆经开区则以迎龙创新港为集聚地，
建设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打造脑与类脑智
能产业园，凭借动能强劲的创新突破力在这条
未来技术产业的赛道上，完成从零到一的产业
突破。

比如，重庆云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
最早从事脑与类脑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控股
的子公司，也是首批入驻脑与类脑智能产业园
的企业，业务涵盖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医疗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精准诊疗产品开发与应用
等。

其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
统”，是世界首台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脑控
机器人产品，填补了国际空白，是工信部认定
的首台（套）核心技术装备，领先美国同类产
品3年。

2023年，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脑与

类脑科学共建实验室、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
正式揭牌，迎龙创新港脑与类脑智能产业园签
约新辉润（重庆）等7家企业，增强了西部脑中
心品牌吸附力。

而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只是重庆经开
区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级，努力建设全市科创
核心承载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以迎龙创新港为载体打造绿色
低碳科创高地，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提质建
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持续提升科创能
级。

提质建设科创平台，建好用好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产业数字化赋能基地，打造重庆
邮电大学科技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新增城市大气环境综合观测与污染防控市级
重点实验室等5家市级研发平台，新增重庆软
件园、SW众创空间等3家市级孵化器，重庆
机电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成功创建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区内累计培育科技

型企业2640家、高新技术企业343家，新增
会凌电子、博森电气等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新增烟草滤嘴、美垦半导体
等5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重庆机床（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等 3 家企业的 9个产品被评定为
2023年度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
品。重庆机床自主研发的YE3140数控滚齿
机床填补了国内七轴数控、四轴联动数控机
床空白。

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全年兑现科技创新
补助4723万元，新增23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企
业知识价值信用贷4629.5万元，累计指导229
户企业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超过4亿元，重庆
人力资本服务产业园项目一期已开园运营，引
入重庆猴哥儿人才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30
家，累计培训人数3.4万人次。

国家级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 摄/郭旭

王彩艳 杨敏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数字化赋能基地 摄/郭旭

产业能级大幅跃升

创新能级持续提升

开放能级不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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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走进重庆东站施工现场，站房四周70台
高空作业车、近1000名建设者正加速推进幕墙龙骨、
树形柱不锈钢板、机电管线安装等施工，到处都是一片
忙碌的火热景象。

而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作为东站所在地，紧紧抓住
枢纽大机遇，规划重庆东站枢纽新城“一核六区”布局，
以站前区3.47平方公里为核心区、延伸建设约50平方
公里的枢纽新城，带动打造重庆南部增长极、城市副中
心，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蓄新势能、增添新动能。

一座新城、无限可能。重庆东站枢纽新城正把战
略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以交通枢纽功能为基础，借鉴雄安新区昝岗组团、
杭州云城、成都东客站枢纽经济发展区等建设经验，南
岸区、重庆经开区致力于将重庆东站枢纽新城打造集
国际交往、商务商贸、商业消费、产业创新、品质居住于
一体的综合性新城。

其中，重庆东站枢纽新城核心区可以开发的体量
达到了330万平方米，规划了高达260米的城市新地
标，一大批交通路网、商业商务、生态康养、文体娱乐等
重大项目的启动建设。同时，南岸区、重庆经开区还依
托重庆东站枢纽新城，打造“高铁+”经济新引擎，大力
发展总部贸易、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建设检
验检测、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高地。

预计到2030年，将初步建成布局结构合理、亮点突
出的总部经济聚集地、对外交往高地、国际消费承载地、
未来产业汇聚地，力争实现地区人口规模超35万人、国
际国内总部类企业超200家、四上企业超1000家。

以重庆东站枢纽新城为引领，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正着力集聚高端资源要素，重塑重庆城市门户和新地
标，城市能级实现新跃升、发展迈上新起点。

城市能级蓄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