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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学研融合 赋能新质生产力
增强科研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兴邦强国，教育先行。重庆现有

78所高校、6.5万名科研活动人员，涌

现出众多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科技创新

成果，是我市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和主

阵地。

2024年4月，重庆市教委启动“教

育强市区县行”产学研促进行动，构建

以“战略协同-资源集聚-成果突破-体

系赋能”四位一体模式，有组织推动高

校科研力量下沉区县深度对接产业需

求，系统解决区县企业技术难题。

经过一年深度探索与创新实践，

“教育强市区县行”显现三大效应：一

是构建“需求牵引—项目驱动—政策

加持”科技项目攻关模式，推动区县与

高校“双向奔赴”；二是打造“校企合作

—协同创新”科技平台共建路径，推动

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利益共赢；三是

建立“进区县、进园区、进企业”产学研

合作机制，推动“技术攻坚—产业升级

—区域发展”良性循环。

“订单式”培养区县产业急需人

才，解决急需紧缺专业更新慢、行业企

业人才荒等问题；积极推进全国高校

科技成果区域转移转化中心（重庆）建

设，迭代升级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系统2.0版本，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一

件事、一次办、快速办”；推动高校科研

成果“从实验室跃上生产线”、将“知

产”转化为“资产”，提高企业产品“含

科量”……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50余所高校

与20余个区县联动开展产学研活动

397场次。推动校企联合攻克技术瓶

颈，攻克企业技术难题3000余项，申请

专利883项、获授权479项，开发新产

品244个、新技术290项；共建产业紧

缺专业744个，开发特色教材910部。

如何借“教育强市区县行”，积极

打造产业亟须人才的精准孵化器、科

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器、政校企产学

研多向链接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推

进器？我市部分高校相关负责人从优

化培育、完善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思考

与探索。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
代背景下，政法类高校作为法治
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已从单一的
知识传授者跃升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核心智库与制度创新策
源地。

西南政法大学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通过“教育强市区县行”
专项工作，在服务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和
乡村融合发展等领域持续深耕，
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展现“西
政担当”。

法治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学校依托自身涉外法治
领域相关学科优势，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
才保障。例如，学校与沙坪坝区
深度合作，推进集“产、学、研”等
于一体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法务区建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
沿线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涉外
法律服务保障。同时，学校还通
过产教融合特色优势专业群建

设，与多家机构合作开展国际传
播实践，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
际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

智治助力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学校从超大城市的建筑
垃圾、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数字重庆、公共数据开放共
享等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为超
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
持和解决方案。立足国家安全
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宽口径优势，
与川渝地区多类机构协同开展
智能禁毒、智能反诈、智慧反恐
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为超大城
市的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法治供给保障乡村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学校积极开展
集体林权制度、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等方面的立法研究，对重庆市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制度设计
进行评估完善，为重庆的乡村融
合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制度供
给，以法治之力保障乡村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落地落实。

深耕法治领域 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林维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浪潮下，高校科技创新应当成为
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的重要引擎。重庆交通大学作
为以交通为特色的高校，坚持系
统推进科技创新改革，着力培育
交通科技新质生产力。

平台“筑峰”。学校围绕打
造科技战略力量的需求，内引外
联，完善科研平台管理和服务机
制。目前，学校建有3个国家级
科研平台和48个省部级科研平
台，获批建设重庆交通大学前沿
技术交叉研究院，已初步建立

“陆水空轨管”交通学科方向齐
全互补的科技创新体系。

技术“攻坚”。学校紧跟国
家战略需求，聚焦服务落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
道等重大战略，组建了“重大项
目”“重点工程”工作专班，成立
了4个融合创新研究院，瞄准核
心技术开展有组织科研。

服务“有为”。学校围绕重

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建设，打造环交大创新生态圈；
在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领
域成功转化发明专利300余项，
为中交集团等企业解决核心技
术难题500余项，主动服务国家
和重庆市交通领域上下游产业
技术突破。

目前，学校山区桥隧国家重
点实验室研发了国际领先的多
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试验系
统等高端试验平台，先后获得10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内河航
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了三
峡水利枢纽通航和船闸建设等
技术难关；沙漠生态恢复技术在
内蒙、沙岛礁、中东和非洲等地
成功中试后迈向产业化阶段，为
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优化
长效机制体制、推动示范平台建
设、巩固成果转化成效，为支撑
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
力量。

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力 支撑交通产业大格局
——重庆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赖远明

重庆理工大学坚持应用研
究型大学办学定位，聚焦服务重
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持续优化“以工为主、以理为基、
以文赋能”的学科专业布局，构
建了学科对接产业图谱，持续彰
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办学特色。

学校坚持“一区一策”深化
校地合作，获批金融风险智能预
警及现代治理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与创新
发展研究院重庆市新型重点智
库。与市科协共建重庆先进制
造业发展研究院，成立重庆人工
智能数据研究院，与巴南区共建
环重庆理工大学创新创业生态
圈，联合重庆国际生物城组建纳
米医学与核酸药物创新研究中
心，推动肝外靶向核酸药物研
发、智能纳米平台构建及中药制
剂转化。累计建设了省部级以
上科研平台56个，形成了“一核
多翼”的协同创新布局。

学校以技术突破为核心，以
产业应用为导向，依托纳米时栅
技术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深度
合作，被誉为“地方高校与央企
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典范”，
联合成立的国测时栅科技有限
公司与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成为
同时获得全球三大数控系统厂
家授权（合作）的中国位移精度
解决方案提供商，实现产业影响
从“技术突破”到“标准引领”的
跨越。相关做法获评2024年度
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
2025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转化运用优秀案例。学校也作
为全国三所高校之一入选中国
产学研合作十大好案例。

接下来，学校将持续聚焦
“国家最紧迫、重庆最需要、学校
最擅长”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构
建“一学院一园区、一学院一链
主、一学院多基地”网格化产学
研合作新模式，更好地服务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重庆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康骞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
地和社会服务的生力军，其价值
既体现在突破关键技术的创新
能力上，更彰显于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中。
重庆医科大学充分发挥"医工融
合"特色优势，通过科研范式变革
与组织模式创新，着力打造医工
交叉协同创新体系。

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是
核心支撑。学校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智慧
医疗产业发展，依托完备的科创
体系和丰富的临床资源，重点建
设“三位一体”创新矩阵——以

“重庆信息与智慧医学研究院”
“前沿交叉技术研究院”和“智慧
医疗装备产业园”为支柱，在“环
重医创新生态圈”的赋能下，打
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
化”全链条创新体系，积极争创
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加快建设服
务区域健康发展的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新高地。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主攻

方向。学校深化与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西湖大学等顶尖科研
院所合作，锚定人口发展新形势
下的重大疾病防治核心技术攻
关任务，引领智慧医疗和数字健
康新范式。王智彪教授团队自
主研发的海扶刀高强度聚焦超
声肿瘤治疗系统入选国家博物馆
馆藏，实现原创技术国际领跑。

促进成果高效转化是关键
环节。学校紧扣“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
布局，完善成果转化管理与激励
机制，以股权为纽带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提振科研人员积极性。
整合校内外科技人才和校企资
源，加强对高潜力成果的遴选与
价值评估，在项目孵化、企业培
育、产业应用等环节持续发力，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
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
业布局注入新动能。

医工融合驱动新质生产力
——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李华兵

高校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
需要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光
荣使命。作为高水平财经类应
用研究型大学，学校积极构建商
工融合科研格局，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需求，以“学校所长”对
接“国家及区域所需”，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和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积极推进有组织科研，攻克
关键技术难题。紧扣“416”科技
创新布局，学校聚焦数智科技、
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领域，突
破了工业废油污染控制与高值
利用、智能生态物联网（森林防
火）、智能感知与静脉识别等关键
技术，成功开发废油回收处理装
备、地表火探测器等系列化产品。

发挥财经智库作用，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选定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等13条产业链，打
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云
图”。推出“成渝蓝皮书”“‘一带
一路’研究丛书”“东南亚国家前
沿研究”等系列化研究成果。“十

四五”以来，取得20余项智库成
果。

发挥“商工融合”优势，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创办实体研发
机构“重庆金融科技研究院”落
户高新区，致力于金融科技研发
和成果转化。将人工智能与金
融科技相融合，“三维静脉识别
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200余
项科技成果实现转移转化。建
好食品营养与健康（火锅）、国际
文旅消费创新、数智商务与供应
链、智能信息技术等4个市级现
代产业学院，对接璧山、綦江、合
川等区县，赋能“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及现代服务业等
产业集群发展。

立足新发展阶段，学校将强化
使命担当，持续深度参与“教育强
市区县行”行动，以更高政治站位
主动扛起科技创新时代重任，构建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创新链，深化产学研协同，贡献更
多“重工商大”智慧和力量。

构建商工融合科研格局 以学校所长对接国家区域所需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 温涛

重庆文理学院坚持以“立
足永川、面向成渝、服务全国、
融入全球”的四维战略坐标为
指引，将自身发展深度嵌入区
域产业升级脉络，全力打造辐
射全域的“智力引擎”。

聚焦智慧农机，推动农业
现代化。面对江津区水稻产
业发展的多重挑战，学校实施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
化）生产技术装备推广，协同
市内多个农机企业落实“产—
学—研”深度合作。目前已经
建立3个试验站、2个技术试
验示范基地，示范面积达360
亩，构建了覆盖农业生产全链
条的智能化场景，合作开发了
系列微耕机，切实满足了用户
从“有机可用”到“好机能用”
的需求。

聚焦重大战略，攻坚科研
创新。我校充分发挥农学学
科科研优势，精准对接各区县

相关产业，强化高校、企业、政
府三方沟通交流，围绕生姜、
花椒、猕猴桃等重庆山地特色
园艺植物，在种质资源创新、
高效栽培利用、采后安全保障
等研究方向深入探索。收集
全球生姜品种资源136份，率
先绘制全球生姜基因组图谱；
构建国内花椒属种质基因库，
首次破译异源三倍体栽培种
青花椒全基因组DNA遗传密
码，整体研究水平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在服务区域中积蓄力量，
在开放创新中赢得未来。今
年 4 月，重庆文理学院启动

“百队博士进百企”行动计划，
践行“企业出题—政府立题—
学校领题—团队答题—市场
判题”的闭环工作理念，加快
推进智慧农业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应用，在服务国家战略与
区域发展彰显更大担当。

锚定四维战略坐标 打造区域发展智力引擎
——重庆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黄伟九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深化产
教融合、推动科教融汇，培养高
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的重要
举措。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策
源地，重庆邮电大学与渝北区人
民政府携手在仙桃数据谷打造

“重庆邮电大学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工业互联网国家级现代产业
学院”项目，探索一条“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
合发展的新路径，为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打造高能级平台，实现从实
验室到市场的加速跑。学校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依托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韩国工
业物联网“一带一路”联合实验
室等创新平台，汇聚130名高层
次人才，有组织地推进科技创
新。2024 年承担科研项目 39
项，科研经费1347万元，主导制
定了9项国家标准，获发明专利
18项、软著83项。已孵化4家科
技企业。

加强“校-园-企”协同，提升
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适配度。
学校工业互联网现代产业学院，
采用“高校+园区+企业”模式，构
建“人才培养+科研攻关+产业服
务”的生态闭环。通过打造物联
网、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等前沿
专业，与44家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共同开展联合育人、技术攻
关和人才供给等，形成“全球排
名前100的学科+国家级一流专
业”的学科专业集群优势。

近年来，学校推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成效显著：与重庆传音通
讯技术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签
订学生联合培养协议，开设“物
联网工程传音智联终端实验
班”。首批本科毕业生升学率达
35.7%，就业率达 100%。与德
国大陆汽车、长安汽车等34家
企业开展技术合作、项目合作，
覆盖渝北仙桃数据谷15家重点
企业，共建10个国家级研发基
地。

产学研深度融合 书写服务地方发展的重邮篇章
——重庆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高新波

艺术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
是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在重庆全力推进“教育强市
区县行”产学研促进行动的实施
背景下，四川美术学院秉持“艺
术服务社会”的使命，通过“科
技+艺术”双轮驱动，将美学创造
力转化为赋能产业迭代升级的
核心动能，不仅为地方产业注入
美学“催化剂”，更打造出驱动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形成“艺术赋能产业、城乡协同
共荣”发展新格局。

围绕地方产业转型实际需
求，学校通过“重庆美术公园”

“黄桷坪涂鸦艺术街提升改造”
等项目，服务城市更新。通过

“酉阳乡村艺术季”“羊磴艺术乡
场”等实践，助力乡村振兴。破
解传统产业升级中的资源瓶颈，
开辟了“小而美”增长路径。

聚焦构建产学研创新体系，
学校通过“艺科教协同”打造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生态链，建设
“重庆工业设计中心”“数智艺术
与文旅创新发展”等科研平台。
同时，学校将艺术设计融入智能
制造、文化装备等领域，完成“中
国登月服外观设计”“冬奥会海
报设计”等国家级项目，让艺术
成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创意
引擎。

厚植人才与产业共生土壤，
学校在重庆17个区县建立85个
实践基地，每年输送近3000名
研究生深入一线，参与“接地气”
的项目创作，通过“双向赋能”机
制，既为区县培育了急需的艺术
设计人才，又使高校成果精准对
接产业需求。

新时代新征程，学校将聚焦
城乡协同、社会美育、艺科融合
等前沿领域，推动艺术院校高质
量发展，加强“1+N”高校联合攻
关，为重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川美力量”。

艺术赋能地方产业 激活城乡协同发展新动能
——四川美术学院校长 焦兴涛

在教育强国背景下,中医药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
中医药事业进步的重要途径。
作为重庆市唯一独立设置的中
医药本科院校，重庆中医药学院
坚持面向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
需要开展科研，以教学、医疗、科
研协调联动，加快推动成果转
化，赋能中医药产业发展。

科研强校战略纵深推进。
学校坚持科研强校导向，学校着
力打造“会看病的教师、会教书
的医生、会育人的科学家”的“三
栖名师”，从教学、医疗、科研3个
领域设立校级科研项目，鼓励具
有代表性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产
出。

科研平台能级持续提升。
学校积极对接市级部门，高标准
建设学校综合实验室和专业实
验室，为科研项目开展提供条件
保障；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支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塑造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服务产业能力全面彰显。

近两年，学校积极组织中药全产
业链专家力量支撑对接城口、巫
山、酉阳、石柱等区县的中药材
产业，组团支撑“大巴山药谷”

“武陵药都”、秦巴“药峡”等地方
中药材产业集群建设发展。为
巫山县制定《巫山特色中药材精
深产品研发方案》，为开州区制
定《开州中药材产业新跨越发展
建议》，支撑打造酉阳800区域性
公共品牌和标志性产品，与石柱
达成黄连新品种选育、种植示范
基地等合作内容，有力支撑区县
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学院将围绕重庆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
设、“1+3+N”中医药科研融合创
新体系建设，深化中医药高等教
育综合改革，以高质量科研成果
服务人民健康。

李佳佳

专注中医药科研 以创新成果守护人民健康
重庆中医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勇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