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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第一期的‘对赌协议’，我们就赌输了，
肯定不会再赌第二期了。”11月25日，重庆
电子电路产业园副总经理刘丹直言，“愿赌
服输，我们已经将40%股权转让给重庆弘
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耀电
子’）。”

让人意外的是，刘丹却开心地说，“这是
一件好事。”

商场如战场，输掉40%股权，意味着产
业园遭受不小的经济损失，何以还会是件

“好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故事还要从2019年

说起。

三年“成功”输掉40%股权
2019年，弘耀电子创始人、执行董事长

张吉东陷入创业困境。
“我们主要从事印制电路产品生产，虽

有自己的技术和团队，却缺少启动资金租赁
场地、修建厂房，甚至连购买设备的钱都没
有，创业举步维艰。”张吉东回忆。

同年7月，作为川渝合作重大项目，总
投资150亿元、占地1038亩的重庆电子电
路产业园签约落户荣昌。

一个是蓄势待发的创业团队，一个是虚
位以待的产业园区，几次接洽后，双方一拍
即合。

“当年，我们就与产业园签订‘对赌协
议’，自己团队出资25%，产业园运营方出资
75%（包括厂房在内），购买设备进行生产。”
张吉东说。

当时双方约定，弘耀电子三年内不用交
厂房租金，只需专注做好产品研发、生产和
销售。三年后，弘耀电子若实现相应的月产
能、税收和产值，产业园运营方就把40%的
股权释放给创始人团队；若未完成对赌协
议，弘耀电子设备抵给产业园运营方，再由
产业园重新招商。

2022年，弘耀电子毫无悬念地赢下这
场“对赌”，按照协议，成功从运营公司拿到
40%股权。

“赢下这场‘对赌’，意味着我们有了更
多的资产配置权和经营话语权，即便开始缴
纳租金，也交得踏踏实实。”张吉东透露，目
前弘耀电子已成长为国内领先的电路板制
造企业，员工超300人，年产值超10亿元，
成为产业园链主企业之一。

“虽然我们输了，但企业活了，产业园也
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活水。”刘丹表示，最初
的控股，目的就不是控制企业，而是孵化、培
育企业的手段，“做大产业园、做强产业链才
是终极目标。”

而这张“对赌协议”的本质就是“企业缺
什么、园区补什么”。园区和企业达成深度捆
绑，一个敢投资、一个敢接招，命运休戚与共、
利益息息相关，双方“合伙干大事”。事实证
明，这种“剪刀加浆糊”的招商之路走得通。

据了解，已经有7家企业通过“对赌协
议”入驻产业园，除了弘耀电子，其余企业没
达到兑现时间节点。“不过还是那句话，输掉
赌约对我们来说也是‘稳赢’。”刘丹说。

依托有的放矢、极具吸引力的招商模式，
目前，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已引进上下游配
套企业57家，建成投产23家，2023年生产
线路板1200万平方米，产值达到60亿元。

难以复制的“剪刀加浆糊”
不过，这种看似简单、有效的“剪刀加浆

糊”招商模式，在大多数产业园却难以复制。
事实上，纵观全国，名目众多的产业园

早已遍地开花，但不少都面临运营亏损、招
商窘迫、门庭冷清的局面，根源就在于固守
政府包办的传统模式，导致机制失效、市场
失灵。

“正是瞄准行业痛点，重庆电子电路产
业园从签约落地开始就拒绝走寻常路，自带
改革创新的基因，推行全面市场化运营。”刘
丹分析。

原来，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采用“政府
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模式建园，由荣
昌区政府和重庆瑜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瑜瀚电子”）联合打造。荣昌区负责
产业框架搭建，瑜瀚电子则承担园区规划运
营，为企业招引、洽谈、筛选、落地、生产提供
全流程服务。

“一个占当地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近60%
的产业园，其运营方竟是一家民营企业，这在
全国而言都是极为罕见的。”刘丹说。

而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的运行模式，源
自四川省射洪市。

2014年，彼时的射洪市正面临产业层
次低端化、高端人才缺乏、核心技术缺失、竞
争同质化的局面。为了改变现状，当年6
月，射洪市创新引进民营企业——瑜瀚电子
母公司四川绿然科技集团（以下简称“绿然
科技”），双方共同出资20亿元，建立西部国
际技术合作产业园。

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绿然科技
不仅参与当地产业规划，还为入驻企业提供
项目招引、政策谈判、手续代办、市场拓展的
全产业链服务。短短两年间，西部国际技术
合作产业园就吸引投资超过40亿元，成功
引进洪芯微科技、上特科技等43个项目。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2019年，瑜瀚
电子将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的经验“复
刻”到荣昌，助力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建设
跑出“加速度”。

据了解，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创下“从
签约到开工69天，从开工到投产345天”的
全国同类型产业园最快建设速度的纪录，打
造出重庆唯一、西部最大的电子电路产业示
范园区。

目前，产业园不仅有统一修建的厂房、
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瑜瀚电
子还利用自身独创的NCC（非核心竞争力）
服务体系，为入驻企业提供政务、财税、金
融、人才、物流、污水处理、后勤物业等“一站
式”拎包入驻服务，为企业减少运行成本
30%，在行业内赢得了“产业配套最全、环保
标准最高、园区整体建设在PCB行业内排
名第一”的良好口碑。

川渝近百家企业抱团发展
但，让人疑惑的是，一家发迹于四川的

公司，怎么会想到来重庆投资？
“天时、地利、人和。”刘丹总结。
原来，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主攻电

子信息产业，引进富美达微电子、矽芯微科
技、上特等一大批企业，构建起芯片设计、芯
片生产、封装检测、二极管电子产品研发、电
子元器件和光电产品制造的产业链。

而PCB（简称“电路板”）作为电子产品
的基础部件，是实现电子元器件相互连接的
重要载体，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此前，
PCB生产企业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导致川
渝企业配套成本居高不下，成为产业链上的
薄弱环节。

直到2020年，“风口”来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拉开大幕，川渝万亿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布局尘埃落定。而位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心的荣昌，地处成渝主轴
黄金联结点，可有效辐射川渝大市场，区位
优势明显。接触和谈判，荣昌与瑜瀚电子最
终甜蜜“牵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川渝
首个电子电路产业园横空出世。

据介绍，产业园以孵化引进专业生产印
制电路板的企业为主，形成了覆铜板、原材
料供应、硬板、软板、软硬结合板产品、沉铜、
钻孔关键工序配套服务、油墨辅助材料配送
完整的产业生态链，为中西部地区电子信
息、汽车、5G智能终端、新材料、医疗等产业
提供配套，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大型电子电路
专业化园区。

目前，重庆高智电子、万和兴电子、联森
电子等高端PCB生产企业已陆续投产，比
斯捷、深进新即将增资扩产，预计到2026
年，产业园有7家以上企业年产值将突破10
亿元。园区企业全部入驻达产后，可年产电
路板4000万㎡，年产值达300亿元以上。

更让人惊喜的是，当前，重庆电子电路
产业园和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已有近
百家企业实现互采互配、延链成群，2023年
实现产值近60亿元。

比如，重庆高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PCB线路板，已广泛应用于江油星联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海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业的笔记本电脑、汽车板、电子显示屏上。

又如，四川海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
川易莱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成为重
庆铝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重要客户，铝基板
销售额近3亿元。

■唐 琴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已
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驱动区域
经济持续向前的强劲推动力、支撑
力。

2024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第五个年头，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唱好新时代西
部“双城记”是川渝的当务之急。

那么，川渝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究竟藏在哪里？重庆电子电路产业
园的这张“对赌协议”起码可以给我
们三个启示。

其一，“藏”在产业的细分赛道
里。提及“新质生产力”，不少人第
一反应是“高大上”的未来产业。诚
然，这没错。但，在看似普通的传统
产业里、看似不起眼的基础产品里，
也有大市场。

比如，电路板就不是个新鲜事
物，甚至曾被很多人“看不起”，认为
其技术门槛低、利润空间小。可随
着5G网络等新技术加速演变，电路
板不断地向高精度、高密度和高可
靠性发展，应用领域向汽车电子、航
空航天等行业拓展，2024 年中国
PCB 市场规模或将增长至 3300 亿
元以上。

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的崛起证
明，以新供给与新需求高水平动态
平衡为落脚点，实现市场供需有效
匹配，即便是“老”赛道，也有“新机
遇”。

其二，“藏”在制度的改革创新
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之一，
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实现
高效协同。当前，不少产业园之所
以难以摆脱“小、散、弱”的窘状，就
是不敢打破固有体制藩篱，招商引
资与市场“脱节”。

而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创新引
入民营企业作为专业运营方，敢拿
地、敢拿钱、敢出人，在资本市场“真
刀真枪”的博弈中摔打锤炼，既能命
中招引项目的“要害”，又能摸准行
业发展的“命脉”，自然能够吃到市
场“蛋糕”。

其三，“藏”在川渝的合作共生
里。“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生产要
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
用，要求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享、
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加速全产
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
创。

这也正是荣昌区、射洪市打造
电子电路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眼
下，全国乃至全球产业竞争越发白
热化，依靠单打独斗、各自为政注定
事倍功半。只有聚焦共性产业，进
行差异布局，抱团取暖、相互赋能，
充分释放规模效应、集群效益，川渝
才能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从一张“对赌协议”
看川渝产业向“新”力

输掉40%股权
这家园区负责人却笑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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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东。 （受访者供图） 刘丹。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

●弘耀电子出资
25%，重庆电子电路产
业园运营方出资75%
（包括厂房在内），购
买设备进行生产。

●弘耀电子三年
内不用交厂房租金，
只需专注做好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

●三年后，弘耀
电子若实现相应的月
产能、税收和产值，产
业园运营方就把40%
的股权释放给创始人
团队。

●若未完成对赌
协议，弘耀电子设备
抵给产业园运营方，
再由产业园重新招
商。

“对赌协议”
主要内容

赢下这场‘对赌’，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多的资产
配置权和经营话语权，即便开始缴纳租金，也交得踏
踏实实。 ——弘耀电子创始人、执行董事长张吉东

虽然我们输了，但企业活了，产业园也就有
了可持续发展的活水。

——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副总经理刘丹
‘‘‘

荣昌高新区重庆电子电路产业
园，已建成投产企业23家。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荣昌高新区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忙碌着赶制订单。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