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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向全球企业发出投资邀请6300亿元大单 涉及4个投资领域238个招商项目

英飞凌集团监事会主席赫伯特·迪斯：

“产品出海”要谨慎
试错不能“一股脑”

英飞凌集团是德国半导体重点企业，因
此，赫伯特·迪斯十分关注产业链下游的能
源产业及汽车产业发展。

他说，近年来，中国在发电方面和交通
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通过绿色发电，未来将
实现零碳排放；同时，中国持续推广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插电、混动、增程
等各类车型层出不穷，出口海外也取得初步
成功。

对此，他建议重庆车企，关于“产品出
海”要提早进行思考，不要“一股脑”，失败之
后又退出，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国外的市场
是比较复杂的，不仅是语言文化不同，汽车
文化、汽车习惯也不一样，所以要谨慎试
错。但他认为，开展国际合作仍有巨大的合
作共赢机会。

赛力斯集团副总裁王平：

携手德国零部件企业
打造新豪华汽车品牌

王平表示，得益于学习德国豪华整车企
业，携手大陆集团等优秀德国零部件企业，
赛力斯正致力于打造新豪华汽车品牌。

王平介绍，赛力斯自成立以来，从汽车
零部件、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再到如今
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历经4次迭代进化，8

年智能电动汽车探索、3年跨界融合，才造
就赛力斯问界品牌，并陆续推出M5、M7、
M9三款电动智能汽车，深受市场认可。
2024年，公司业绩快速增长，1—9月营收超
1000亿元，同比增长500%，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量约32万辆，同比增长364%。问界
M9上市10个月累计大定突破16万辆，交
付超12万辆，连续6个月蝉联50万级豪华
车型消费榜第一名。

通过智能制造，赛力斯实现新车型21天
跨工厂量产，2个月内产量提升3倍。目前，
依托“问界产业大脑+超级无界工厂”模式，
赛力斯打造超级生态、超级智能、超级兼容、
超级效率的超级工厂，定位全球标杆智能工
厂。工厂拥有超3000台机器人，可实现智能
协同，关键工序百分百自动化，关键点位百分
百自动化质量检测，产线兼容各类车型。

“赛力斯将立足重庆，与德国乃至全球
的优秀合作伙伴一起，打造用户喜爱的新豪
华汽车。”王平说。

大陆集团中国区高级顾问杨承祖：

推动本土研发
更好服务中国车企

随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发
展，汽车产业已经进入“软件定义汽车”时代。

杨承祖说，当前汽车技术发展必须谈论
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软件定义汽车”，这
是颠覆性的。汽车将来会像手机一样，通过
软件的更新，提供更多不同的功能。

面对这一变化，大陆集团在中国实施了
3项发展举措：夯实本土生产及供应链；强化
本土研发；建立全球本土化组织。比如，大陆
集团在重庆设立研发中心的目标，就是“在重
庆、为全球”，通过推动本土研发系统的有力
支持，更好地配套服务中国车企发展。

重庆机电集团董事长赵自成：

深化交流合作
挖掘智能制造新场景

赵自成围绕“智能制造的突破与创新”
作主题演讲。重庆机电集团是重庆装备制

造业的“排头兵”，主要产品包括大马力发动
机、核电/风电/水电装备、数控机床等25个
门类，服务于能源、汽车、工业母机等16个
行业，致力于通过智能制造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

多年来，重庆机电集团聚焦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加大研发投入，“十四五”以来累计
投入研发费用18.8亿元，平均研发投入强度
4.5%，培育了一批创新平台、创新企业、创
新产品。通过持续创新，42项技术产品达
到国内领先或世界一流水平；34项新产品
纳入重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虽然在智能制造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
智能制造是一个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
创新不断迭代的过程。赵自成表示，接下来
机电集团还要强化技术创新、强化产业创
新、加强交流合作。

“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既是参
与者，也是受益者，愿同国内外先进企业、研
究机构一起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挖掘智能制
造更多的应用场景，为智能制造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赵自成说。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志华：

持续扩大在渝业务
推动新兴产业布局

朱志华表示，企业将持续扩大在渝业
务，推动一批新兴产业布局。

中信戴卡是中信集团先进制造板块子
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
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成为行业
掌握全流程技术、装备、研发的隐形冠军。

朱志华说，近年来，中信戴卡在中信集
团支持下，联合多家兄弟公司完成一体化压
铸技术研发，在材料开发、产品同步开发设
计、大型压铸机研制和智能化产学研建设等
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独特的一体化压铸中信
解决方案。

“重庆是国内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也
是中信戴卡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朱志华说，
目前企业已经与多家整车渝企建立起深度
合作关系。下一步，中信戴卡计划进一步扩
大在渝业务，筹划铝合金、副车架和一体化
压铸等新兴产业布局。

福伊特集团驱动事业部轨道与船舶业务中国
区总裁胡静海：

立足重庆基地 辐射中亚东南亚

德国福伊特集团是一家有着16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
主要从事造纸机械、水电设备和驱动装置制造，是世界上最
大的轨道交通齿轮箱供应商，也是车钩的制式发明者和供
应商，已经在中国深耕30年。三峡工程一期的6台机组就
是由他们承接的，其车钩产品也已为重庆的机场线、27号
线供货。

“重庆最吸引我们的是区域优势和人口规模，以及未来
对城市化建设的需求，包括供应链的建设。”胡静海说，重庆
作为西南重镇，与成都相互呼应，两个城市约5000万人口，
是一个潜力巨大的轨道交通市场。福伊特将把重庆作为重
要的投资基地和生产基地，未来将立足重庆基地，为西南市
场乃至中亚和东南亚市场提供产品。

德铁承亚国际货运代理（上海）公司总经理兼
主席弗兰克·修尔彩：

我们可支持重庆轨道交通发展

德铁是欧洲铁路技术方面的龙头企业，作为其子公司，
德铁承亚2011年就开始参与中欧班列的建设，推动中国与
欧洲之间铁路联系的快速发展，今年也有从重庆到杜伊斯
堡的新项目，聚焦提高物流效率。

弗兰克·修尔彩对重庆轨道交通的巨大市场潜力表示
乐观，他说：“重庆轨道交通已经通车500公里，要达到
1000公里的目标，我们的专业技能可以支持重庆轨道交通
的发展，包括运营和维护方面。”

克诺尔集团中国区总裁、董事毕光红：

重庆制造业发展契合企业发展方向

克诺尔集团是轨道交通、商用车系统的关键供应商，明
年成立满120年，已经来中国35年了，目前在中国有2个
总部、2个研发中心和15个工厂。中国大约有1/3动车和
地铁车辆的空调、一半高铁和1/3地铁的车门都来自克诺
尔。在重庆，克诺尔则广泛参与了轨道交通的建设，包括4
号线、5号线、10号线、环线、18号线、江跳线、璧铜线、15号
线和27号线等。

毕光红谈道：“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发
展，包括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完全契合克诺尔的发展
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理由不在重庆落地一个企业，
并把它发展壮大。”

克诺尔位于铜梁的基地今年1月投产，5月建成交
付，今年预计将达到上亿元规模，未来将逐步利用重庆的
区位优势，将铜梁和渝北的卡车商用车基地和轨道交通基
地做好。

智飞生物副董事长、总裁蒋凌峰：

坚持长期主义 专注生物医药领域

作为制造强市，重庆在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备制
造等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作用，在医药领域
也拥有悠久的历史积累和丰富的临床资源。成立于2002
年的智飞生物，就是一家集疫苗、生物制品研产销为一体的
国际化生物高科技企业，目前已与国际生物巨头GSK达成
战略合作，打造了重庆、北京、安徽三大研产基地，未来10
年内将有10—20个产品上市。

蒋凌峰认为，生物医药领域投资风险很大、门槛高，
同时周期也长，和上述三家德企一样，也需要坚持长期
主义。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夏元

“重庆造”出海要注意哪些方面？产业
发展有哪些前沿趋势？德企在渝布局产业
将重点瞄准哪些方向？11月12日，在德国
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产业合作大会嘉宾演
讲环节，来自半导体、汽车、机电行业的中
德企业嘉宾作主题演讲。他们交流经验、
分享观点，并对重庆与德国的产业合作建
言献策。

建言献策重庆制造 中德企业家带来前沿思考

百年德企深耕重庆：

我们方向契合
没理由不在重庆发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夏元

11月12日，德国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产业合作大会
在渝举行。在高端对话环节，德国福伊特集团、德铁承亚国
际货运代理（上海）公司、德国克诺尔集团、智飞生物等中德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分享了对中德制造业发展及合作的深
度思考。

福伊特、德铁和克诺尔都与基础建设行业密切相关，并
与重庆有深度合作。虽然聚焦领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
都十分看好重庆的发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佘振芳）11月12日，德国先进制造
企业重庆行产业合作大会上，市经济信息
委公布《重庆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机会清单》
《重庆市场景机会清单》，为企业投资重庆
提供“投资指南”。出席产业合作大会的有
德方嘉宾200余人、中方嘉宾500余人。

“这是一份重庆向全球企业发出的诚
挚邀请。”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机会清单》围绕本
地产业发展需求，从4个投资领域策划招
商项目238个、涉及总投资额近6300亿
元。《重庆市场景机会清单》则聚焦“产业发
展、城市治理、科技迭代、社会民生”4个方
面，共收集应用场景机会145条。

当天大会上，我市一批市级部门及企
业与多家德国企业集中签约12个合作项
目，涉及投资总额87.65亿元。12个项目
中，既有此前德企在渝追加投资项目，也有
双方新增合作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涉及传
统产业领域，还向机器人制造、5G技术等
新兴产业领域拓展。例如，两江新区管委
会与当前全球智能机器人领域估值最高的
独角兽企业德国思灵机器人签约，后者将
把西南总部基地项目“落子”两江新区水土
新城。

另外，大会上，中德产业园（重庆·九龙
坡）、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专精特新支行等6
个项目单位揭牌，它们将为重庆与德国企
业开展下一步深度合作提供支持。

《重庆市场景机会清单》（145条）

促进产业发展升级方面，为新技术、新产品开展测
试验证、首试首用提供“试验场”，开放场景机会48条

推进城市治理方面，围绕智慧政务、交通治理等领
域，开放场景机会51条

促进科技迭代创新赋能方面，围绕量子信息、空天
信息等未来产业培育，发布场景机会11条

协同增进社会民生福祉方面，围绕智慧医疗、智慧
教育等领域开放场景机会35条

宗申“红嫂团队”：把职工思想工作做细做深做到家
作为拥有万名职工的民营企业宗

申产业集团公司，该集团工会在巴南
区总工会的指导下，针对职工思想工
作难度大的实际，创建了一支由33名
女职工组成的职工思想工作志愿者队
伍——宗申“红嫂团队”，把职工思想工
作做细做深做到家，成为企业职工的

“贴心家人”“知心大姐”“热心红娘”。
成为新入职职工的“贴心家人”。

“红嫂”们主动对接新入职职工，从关
心他们的吃穿住行入手，利用周末和

节假日把外地职工带到自己家里拉家
常，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同时关注他
们的工作动态，宣传企业文化，帮助他
们尽快融入企业。每年结对帮扶新职
工100余人。

成为心有“疙瘩”职工的“知心大
姐”。针对工作有情绪、生活有烦恼的

“疙瘩”职工，“红嫂”们开展一对一的
思想疏导工作，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的方式讲解法律法规、企业制度和人
情事理，消解他们心中的“疙瘩”。“红

嫂”团队已开展思想疏导520人次。
成为单身职工的“热心红娘”。针

对企业男多女少、单身男职工找对象
难的实际，“红嫂”们根据单身职工的
交友信息档案，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
为他们牵线搭桥；并联系外单位单身
职工，举办“为爱而来”“情定宗申”等
一系列联谊活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的恋爱观、婚姻观。通过“红嫂”牵线，
已成功牵手50余对，其中15对情侣走
进婚姻殿堂。 尹洁

智慧物联推动配电典型场景探索
11月8日，在国网重庆信通公司支

持下，国网重庆秀山供电公司完成配网
典型场景探索，实现配电网故障精准定
位，助力公司数字化配电网建设。

作为山城，重庆因其特殊的地形
和气候条件，线路较长，巡视不便，
电力供需矛盾突出。为此，国网重
庆信通公司积极探索，加快开展各
类型典型配电网场景探索与数字化
改造，通过引入5G、北斗、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支持国网重庆秀山供电

公司配网故障精准定位探索，解决
超长农村配网线路故障定位难、排
查难、处理难的问题，实现故障研判
从“异常信号”向“异常事件”管控转
变，推动配电网运营监控、故障抢修
等业务高效开展，同时结合线路拓
扑、设备台账、营销用户完成故障综
合研判，实现停电精准到户，检修时
长缩短300%。

据了解，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在
数字化配电网典型场景建设方面已取

得显著成效，为直辖市电网的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一系列创
新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配网变
得更加安全、高效和绿色。

未来，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将秉承
现有技术路线，持续探索物联管理平
台更多配网新用途、节能减排新途径，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进
一步巩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在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方面的领先地位。

胡娇 周俊希

《重庆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机会清单》（238个）

做优做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持续提升
产业发展能级，发布项目机会185个

加快构建“416”科技创新布局，梳理具有优势的科
技创新平台、领先产业技术、新兴产业领域，发布项目
机会23个

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梳理项目机会10个

加速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布金融、法律
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项目机会20个

11月12日，渝州宾馆，德国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活动举行集中签约仪式。 本版图片由记者罗斌、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