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7565
家、58524家

重庆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分别达到144家、958家

重庆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计3850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累计286家

重庆组织实施重大（重点）专项科技项目132项

（数据来源：市经信委、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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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调研，参观了重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成果展示。总书记表示，支柱
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重庆的制造业有自身的结构特点、有相应的优势，希望重庆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
子”，扬优势、补短板，抓当前、谋未来，坚定不移、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京东方生产线变迁看重庆的创新之路

阅读延伸>>>

“1001号电解槽数据异常！”近日，位于綦江的重庆能
源旗能电铝总控室，大屏幕的数字地图上，电解车间出现一
个醒目的红色信号。工作人员立刻将数字地图放大，车间
的所有电解槽出现在画面上。

随即，总控室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按键，画面迅速切换到
这个电解槽周边的摄像头，呈现出电解槽运行实况，同时工
作人员按照预案发出处置指令，不一会儿，两名技术人员当
即前往现场处置完毕。

“这就是数字工厂的强大之处。”旗能电铝总工程师王民
说，以前车间出现异常情况，现场人员发现后，要先排查整个
区域设备，并通过一揽子检查测试，才能了解到异常发生的
具体点位和发生原因，“如今在数字工厂帮助下，实现了虚拟
和现实融合，大幅提高了生产和安全管理的效率和精度！”

这样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在全市制造业领域已是常态。
2023年4月，我市召开数字重庆建设大会。一年来，全

市各级各部门围绕“1361”整体构架，推动数字重庆建设渐
入佳境，目前重庆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45%。

在数字重庆建设中，我市通过一体化搭建“1361”整体
构架，推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实现“最快系统部署、最小
代价投入、最佳实战效果、最大数据共享”。

其中，第一个“1”是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3”
是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6”是数字党建、数字
政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等6个应用
系统；最后一个“1”是基层智治体系。

正是在以“1361”为构架的数字重庆建设带动下，这一
年来，数智化深入重庆经济社会各领域“皮肤肌理”，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在制造业领域，重庆锚定智能制造，培育新兴产业，壮
大数字产业，持续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锻长板、补短板”。工
厂内，多块大屏实时显示生产数据，多条智能生产线通过精
益数字化系统实现自动排产、绩效管理，这是位于重庆高新
区的重庆金桥机器制造公司智能化生产场景。得益于智能
化改造，该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近40%，成本下降近20%。

近两年来，重庆通过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
行动计划，按下软件产业发展“加速键”，推动一批数字企业
蓬勃兴起。在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软件园，园区汇聚大
批软件企业，预计2025年集聚软件从业人员6万人；在九
龙坡区，重庆数字大厦投用近两年来，吸引众多头部数字企
业入驻，数智赋能产业效果初显；在渝中区，重庆数字经济
产业园集聚浪潮、趣链等一批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带动全区
软件业务收入每年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为
此，近年我市持续加快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
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数字底座。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发展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完善“芯屏端核网”全产业链，加快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新质生产力。
（本版稿件由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夏元、申晓佳采写）

突破45%
重庆数字经济增加值
占GDP比重创新高

位于两江
新区的京东方
（重庆）智慧系
统 创 新 中 心
（本报资料图
片）。

记者 张
锦 辉 摄/视
觉重庆

在重庆两江新区水土新城，有一条

道路名为京东方大道，重庆京东方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下称“重庆京东方”）就位于

路旁。

这家企业的名字被命名为一条路，

重庆京东方的科技实力和影响力可见

一斑。

2016年1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考察，在柔性屏、超高清显示屏等产品

前观看演示，了解8.5代液晶面板生产

工艺流程，用放大镜贴着玻璃面板观看

里面的电路。

“总书记在超清显示屏前停留了很

久，兴致勃勃地拿起一款柔性屏观看。”

时隔8年，重庆京东方在场员工仍清楚

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重庆京东方，总书记指出：“创新

作为企业发展和市场制胜的关键，核心

技术不是别人赐予的，不能只是跟着别

人走，而必须自强奋斗、敢于突破。”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8年来，重庆

京东方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

近2000件，技术迭代数百项，工艺技术

升级改善近千次，创新成果丰硕。

京东方的蜕变，正是重庆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建设“靠创新进、靠创新强、靠创新胜”

的现代化新重庆的写照。

核心提示

7565家7565家

144家144家

3850家3850家

颠覆行业常识
重庆京东方创新开发显示技术

“自强奋斗，敢于突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始终铭刻在每个重庆京东方人的心中。

2016年11月，距总书记考察过去10个月后，重庆
京东方对行业常识进行了一次颠覆——用高世代线做
小尺寸液晶显示产品。

高世代线，是业内对重庆京东方的第8.5代TFT-
LCD生产线的称呼。在传统模式中，高世代线主要生产
电视、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的大尺寸显示屏，而6代以前
的低世代线主要生产手机等小尺寸液晶显示产品。

在显示行业内，世代指玻璃基板的尺寸。世代越
高，可生产的玻璃面板的面积越大，可以切出小液晶面
板的数量就越多。

从当时的固有观念来看，用高世代线生产手机等小
尺寸屏幕，多少有些“不划算”。

为啥？重庆京东方负责人解释，小尺寸产品的像素
更高，要使像素点更小，控制像素点的电子线路就要更
细更密，精度就更高，因此技术难度非常高。

在2016年，国内基本没有企业这样做。但重庆京东
方不等不靠，自主突破，“考虑到市场需求，而且京东方已
具备研发的能力，当年我们就做了这个大胆创新。”

该负责人表示，完成此项创新，不但产品的良品率
很难控制，还要对设备进行调整和改造。为此，重庆京
东方整整有半年多时间，都在紧锣密鼓搞研发。

2016年11月底，重庆京东方用高世代线生产的小
尺寸屏幕正式量产，并开始在一线品牌手机上应用。用
8.5代生产线生产的手机显示产品和5代线相比，可切割
的数量是其4倍左右。

一次颠覆，展现了重庆京东方深厚的研发和创新实
力。自此，他们创新的脚步走得更快。

2023年4月，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
重庆京东方的产品又一次让业内惊叹：巨幅裸眼3D转
角大屏上，一只凤凰展翅“飞”出屏幕，每一根华美的羽
毛都纤毫毕现。

这一“超现实”时刻，源自该大屏可实现百万级超高
对比度的绚丽画面，再配合裸眼3D显示画面效果。而
这背后的技术，正是重庆京东方在全球首发的三百色域
切换显示技术，达到全球同行业领先水平。

通俗地说，该技术可以带来超广色域的绚丽显示效
果，甚至可以将存在于传说中的凤凰“栩栩如生”展现在
眼前。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三百色域
切换显示技术摘得“十大硬核科技”大奖。

目前重庆京东方锚定自主创新，已在渝布局7个项
目，并从多维度进行重点项目攻关，取得一揽子技术突
破，完成搭载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近2000项。

研发前沿技术
渝企加快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这些年来，类似重庆京东方这般，在创新之路“摸爬
滚打”并取得建树的渝企还有不少。在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领域，通过数智化加持，一批重庆车企的自主创新

车型在市场上“叫好又叫座”。
位于沙坪坝区的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生产现场

每天都是热火朝天，数百台机械手臂不停挥舞，一辆辆
崭新的AITO 问界车型接连下线，最高日产能达到
1000多辆；在长安汽车两江工厂，多台智能设备“开足
马力”，焊接、涂装、总装等工序通过智能化操作“一气
呵成”，一辆汽车从零件组件到成型下线只需要18个
小时。

数字经济是未来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其中算力是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发动机”。GPU（图形处理器）芯片
正是算力的关键要素之一，然而一直以来，我国使用的
GPU芯片缺乏足够成熟先进的国产化产品。

作为我市重点引入孵化的芯片科创企业，象帝先计
算技术（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帝先”）入渝后，迅
速组建了有着丰富芯片产业发展经验的规模化团队，致
力于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高性能核心
计算引擎。

经过300多名研发人员历时15个月的集智攻关，
象帝先发布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性能
GPU芯片“天钧一号”，填补了国内空白。时隔一年，又
发布了“天钧二号”。

“目前第一款产品已经批量生产，第二款产品进入
量产阶段。”象帝先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
芯片产品已通过大部分国产GPU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
兼容性适配认证，产品种类正在不断丰富，广泛应用于
金融、教育等关键行业，并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重
要应用场景进行批量部署。

诞生、成长于重庆的数字金融机构——马上消费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消费”），前不久发布了
全国科技金融行业首部“金融大模型”相关著作，填补了
行业大模型理论研究空白。

去年8月，马上消费自主创新推出全国零售金融领
域首个大模型“天镜”，展示行业领先的引导式对话能
力。这个金融大模型投用以来，带动企业营销效果提升
30%以上，并且在企业的知识库应用中，让知识产出效
率提升了150%。在马上消费与重庆某银行的合作中，
由这个大模型驱动的智能营销能将人工成本降低了
80%以上。

作为一家技术驱动的数字金融机构，目前马上消费
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业务各个领域。马上消费负责
人表示，企业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更多科技人才，
为金融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具
体体现，更是现代和未来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竞争
点。当前，如长安汽车、象帝先、马上消费等一大批科
创企业正紧盯科技发展最前沿，在部分重点领域取得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成为了我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
坚力量。

“首款”“首次”比比皆是
重庆首次集中发布重大科技进展

近日，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制造业基础
较好，科教人才资源丰富，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
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底，重庆人才资源总量超过

630万人、人才密度居西部第一，国家级科创平台达到
10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突破7500家、
5.8万家。

如此优厚的科创资源，不是凭空而来。为营造鼓励
创新的良好氛围，重庆接连出台一揽子扶持举措。

2023年，重庆评选出十大科技进展。这是我市首
次集中发布重大科技进展。入选的十个创新研发项目，
涉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智能制造等多个
领域。它们体现出的是重庆一体化推进原始创新、技术
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战略部署，展现出的是重庆科技创新
的“硬核”力量。

“2023年，全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机遇，紧扣‘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和‘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取得一系列科技创新进展和成效，
涌现出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的重大成果。”市科技局负
责人说。

在十大科技进展中，“首次”“首套”等关键词比比皆
是。它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锻
造发展新优势。

比如，长安汽车首发超级数智汽车平台SDA，开启
“数智新汽车”新纪元，加快推动重庆建设万亿级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航天天目（重庆）卫星科技
有限公司构建“天目一号”气象星座，助力重庆卫星互
联网产业发展，培育未来产业集群；重庆华峰化工有限
公司联合本地材料企业联合开发尼龙66全产业链绿
色低碳成套工艺技术，建立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尼龙66全产业链，彻底摆脱己二腈长期受制于国外
的局面。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在科技人才引进培育方面，重庆持续深入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首
位战略，聚焦“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和“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加快建设西部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以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吸引一大批科技人才在
渝创新创业，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