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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024年市属重点国企利润总额突年市属重点国企利润总额突
破破377377亿元亿元、、同口径增长同口径增长1212..88%%

增 加 值增 加 值 12881288 亿元亿元、、同 口 径 增 长同 口 径 增 长
66..33%%

今今年年11——44月月，，市属重点国企实现利市属重点国企实现利
润总额润总额121121..22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99..66%%

实现营业收入实现营业收入10451045亿元亿元、、增加值增加值397397
亿元亿元

同口径分别增长同口径分别增长44..33%%、、77..22%%

■■ 迄今实施迄今实施55批次批次1919组组战略性重组战略性重组
市属重点国企由市属重点国企由5151户户整合为整合为3333户户
完成完成1313项项专业化整合专业化整合，，全级次法人全级次法人

户数压减至户数压减至690690户户
盘活资产盘活资产15101510亿元亿元

（（记者佘振芳整理记者佘振芳整理 制图制图//丁龙丁龙））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见习记者 侯月

2024年市属重点国企利润总额突破
377亿元、同口径增长12.8%，增加值1288
亿元、同口径增长6.3%；今年1—4月，市属
重点国企实现利润总额121.2亿元、同比增
长9.6%，实现营业收入1045亿元、增加值
397亿元，同口径分别增长4.3%、7.2%。

截至目前实施5批次19组战略性重
组，市属重点国企由51户整合为33户，完
成13项专业化整合，全级次法人户数压减
至690户；盘活资产1510亿元、回收资金
595亿元……

“全市国资国企系统拉开了直辖以来最
大的一场改革，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
战。”在5月27日举行的“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加快打造一流现代企业”新闻发布会上，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曾菁华表示，市委
六届四次全会以来，重庆推动重组整合取得
重大突破、治亏增效取得重大进展、资产盘
活实现整体提升、改革突破平稳有序、现代化
国资国企治理体系加快完善，交出了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促进国有经济提质增效的高分
答卷，打造形成一批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

关键词 重组整合优化

截至4月末，累计盘活资产1510
亿元、回收资金595亿元，有效提升国
有资产运营效率

重庆本轮国企改革以“明确核心功能、
界定主责主业”为重要任务，着力答好“企业
因何存在、国家要国企做什么”的核心命
题。曾菁华表示，这一改革紧密围绕“国之
大者”战略部署和重庆发展实际需求，通过
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经济布
局结构优化升级。

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市国资系统谋
划推动的5批次19组集团层面战略性重组
改革全面落地。今年1—4月重组整合的
15家企业营收同口径增长4.8%，利润增长
31%，增加值同口径增长22.8%。

如，重庆水务环境集团与市水投集团重
组后，提速推进管理体系优化和内部专业化
整合，成为中国环境企业营收50强净资产
第一名。

又如，重庆文化旅游集团扎实推进重组
整合改革、文旅主业发展、经营提质增效，
1—4月游客接待人次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并入围中国文旅集团品牌传
播力100强。

与此同时，跨领域专业化整合同步推

进，目前已完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检验检
测等13个领域整合，房地产、建筑、酒店、金
融等领域深度整合正在进行中。

酒店行业整合尤为典型，由重庆文化旅
游集团牵头，整合管理市级酒店宾馆100余
家，“两江假日”系列品牌管理酒店客房数量
达1.6万间，显著提升品牌辨识度和市场竞
争力。

通过重组整合，分布在不同企业的“小、
散、弱”资源得到归集合并，全市国有经济布
局结构更加成熟定型，市属重点国企全级次
法人户数已压减至690户，市属国有企业管
理层级全部控制在3级（或合理4级）以内。

改革成效在经营层面持续显现。截至
今年4月末，市属重点国企亏损面较上年同
期下降11.7个百分点，累计盘活资产1510
亿元、回收资金595亿元，有效提升国有资
产运营效率。

此外，市属国企“双一流”培育行动也全
面启动，通过“一企一策”制定行动方案，加
快培育打造10户“全国一流、行业领先、西
部第一”的一流现代企业，强化“国企优品·
山城印象”品牌推介，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
响力、市场竞争力强的一流知名品牌。

关键词 服务国家战略

截至4月底，市属国企承担的180
个市级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461.9亿
元、占全市的30.3%

着眼服务国家战略、支撑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重庆市国资委紧扣全市做实“两大定
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打造“六区一高
地”使命任务，让国企在枢纽建设、产业发
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截至2025年4月底，市属国企承担的
180个市级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461.9亿
元、占全市的30.3%。

作为开放通道建设的主力军，重庆物流
集团今年1—4月集装箱量与港口货物吞吐
量同比分别增长20.3%和5.3%，西部陆海
新通道货运量预计同比增长26%，中老泰
图定班列、长江上游首条“江海直达”航线实
现常态化运行。

乡村振兴与粮食安全领域，重组后的市
农投集团实现改革与发展双突破。今年
1—4月营收22.76亿元、利润总额7762万
元，较上年分别增长5.1%和931%，跑出高
质量发展加速度。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同样迎来里程碑式
进展。随着4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

站楼投用，36万平方米的“卫星厅”使机场
形成“3航站楼+1卫星厅+4跑道”运行格
局，年旅客吞吐能力跃升至8000万人次。

本土最大地方金融机构重庆农商行，
2024年在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方
面，对接市级重点项目176个、提供贷款余
额265亿元；在助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中，融资余额超545亿元、较年初增长75亿
元，重点支持基建、交通物流及东盟经贸企
业。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重庆国资国企通过构建梯度培
育体系，已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 221
家、高新技术企业158家

前不久，重庆机电集团举办对外协同科
技招商活动，面向20余个顶尖科研团队发
布38项核心技术需求。这场活动背后，是
重庆国资国企以“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培育新的增长点。

依托三级创新体系，重庆机电集团从实
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效率大幅提升，2024
年研发投入6.25亿元，培育出42项国内领
先技术，新产品产值率达53%。

这样的创新图景在全市国资系统铺展
开来。据介绍，市国资委发布的两批次205
个“四链”融合项目，共计发布人才需求500
余个、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需求70余个，投资
总额超35亿元，首批105个项目已产生19
亿元经济效益。

今年西洽会上，庆铃集团发布两款业内
领先的新能源卡车，则是市属国企和民企、
外企联动协同创新的结晶。庆铃与宁德时
代合作的铃坤轻卡能耗较同级车降低
20%，携手华为研发的铃界重卡实现15分
钟超充80%，与德国博世共建中国最大氢
动力系统制造基地，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产能
达3万套/年。

在本轮改革中，重庆建立起“三企”联动
发展机制，带动各类所有制企业优势互补、
共赢发展——中国机械工业仪器仪表集团
等产业“国家队”落户；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流
通旗舰企业启航；重钢集团借力中国宝武全
球资源进军高端钢品领域；重庆水务环境集
团联合民企在15座水厂铺设光伏，实现年
发电2000万度、碳减排1.1万吨。

一系列创新实践正转化成发展动能。
重庆国资国企通过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已累
计培育科技型企业221家、高新技术企业
158家，其中1.5亿元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撬

动企业研发投入超3.5亿元。研发投入持
续加码，市属国企全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2%，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4.4%，
并通过建立“传统、优势、新兴、未来”四大产
业攻关清单，推动18个产品入选全市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

关键词 数字赋能监管

打造“国资智管”数字平台，核心
业务数字化率达100%

在国资监管方面，重庆创新打造“国资
智管”数字平台，以国企改革发展综合报表
体系为主体，常态化运行投资监管、债务风
险、经营风险、人员薪酬、资产盘活、产权交
易、经济运行等11个核心应用场景，实现国
企债务监测 100%全覆盖、经营性风险
100%动态监测处置，实现市属国企、区县
国资国企全面穿透贯通。

数字平台上线运行一年来，累计流转调
度事件2500次，处置异常信息超过6000项。

聚焦投资监管核心应用场景，平台打造
“投资监管一件事”，围绕国有企业的投前、
投中、投后的全过程、全要素、全周期监管，
实现企业年度投资项目全流程线上审批、跟
踪、评价。

针对市属国企投资数据，平台个性化设
计45个风险指标、756个数据标签。截至
今年4月底，累计实时扫描各类投资项目
5900余个，发现疑似合规问题2400余项，
发出智能风险提示600项，闭环调度390
次。

在风险防控领域，平台通过银企直联，
企业账户数据“T+1”自动上传至“国资智
管”，按照梳理出的国资国企资金、债务、决
策等66项核心监管指标以及“大额对私支
付”“疑似重复支付”等8个资金风险预警模
型，可实现对企业资金链风险事件100%实
时监测。

与此同时，平台的“国资小智”财务AI
组件通过深度学习和模型训练，实现财务领
域监管模块指标数据的智能问答、检索、分
析、推演，在政策解读、报表逻辑校验等方面
准确率超95%，数据分析耗时从小时级压
缩至分钟级。

围绕全市“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任
务，“国资智管”还依托智能推演模型对止
损治亏、资产盘活等任务进行实时监测，与
财政、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形成多跨协
同，对进度落后企业进行智能预警调度
100余次。

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以来，

重庆推动重组整合取得重大

突破、治亏增效取得重大进

展、资产盘活实现整体提升、

改革突破平稳有序、现代化国

资国企治理体系加快完善，交

出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

国有经济提质增效的高分答

卷，打造形成一批国企改革标

志性成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5
月27日，来自市税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重
庆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5%，快于全市总
体增速。这反映出我市创新产业呈现加速增长态
势。

位于两江新区的沐斐同创（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沐斐同创）就是受益者之一。

“近年来，国家大力鼓励企业创新。2024年公
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556万元。这为公司
提升研发水平、实现成果转化提供了支持。”沐斐同
创总经理吕亮表示，公司凭借“咽喉部负压吸引”技
术，自主研发出防噎仪系列产品，销往全球30多个
国家及地区，覆盖超百万户家庭。2025年一季度，
公司收入超3200万元，同比增长76%。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落地，今年一季度，重庆落实
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共减
税降费及退税58.4亿元。这推动了重庆发展新质
生产力多领域“开花”。

今年1—4月，全市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2%。

其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装备制造业、高
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和3.9%，
特别是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先进制造
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8.7%、40.6%。

与此同时，全市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50.1%，这反映出科研成果加快转化为先
进生产力；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6.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3%，反映“数实融合”有序推进。

今年前4月重庆高技术
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5月
26日，记者从重庆市汽车商业协会获悉，重庆汽车
市场4月延续了回暖向好的态势，当月乘用车销售
3.88万辆，同比增长28.8%；新能源乘用车销量高达
2.27万辆，同比激增46.2%，市场渗透率更是达到了
58.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

从数据来看，重庆新能源乘用车表现出色，1—4
月累计销量达到7.81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累
计市场渗透率也攀升至51.9%。这表明新能源汽车
在重庆已经从政策驱动的初步发展阶段，迈向了市
场驱动的快速普及阶段。

在各车型细分市场，轿车4月销量1.63万辆，同
比增长 26.4%；SUV 销量 2.06 万辆，同比增长
27.4%；MPV销量0.1万辆，同比增长27.4%。

从厂商属性来看，中国品牌在本土市场持续发
力，4月份销量超过2.9万辆，同比增长高达42.7%，
市场占比达到75%，显示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相较之下，部分合资品牌则面临一定压力，德系
品牌销量同比下滑 10.8%，美系品牌同比下滑
6.3%。不过，日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1.1%。

在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榜上，竞争尤为激烈。
4月份，比亚迪、深蓝、吉利银河依旧稳坐前三，销量
分别为4722辆、2596辆和1550辆。在具体车型方
面，新能源车型深蓝S07、星愿、深蓝S05位居4月
销量榜前三。

重庆4月新能源乘用车
销量同比激增

数读数读 重庆国资国企改革重庆国资国企改革

今年西洽会上，庆铃集团发布的业内领先的新能源卡车“铃界”，是市属国企和民
企、外企联动协同创新的结晶。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近
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截至4月
末，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1465.4亿元，同比
增长8.3%，增速比去年同期高1.1个百分点。

据介绍，今年以来，重庆金融系统进一步加大对
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得益于一系列举措，今年以来，重庆市企事业单
位贷款稳步增长，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业中长期
贷款保持较高增速。

截至2025年4月末，全市人民币企事业单位贷
款余额达38683.5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比去
年同期高3.2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118.1亿元；

人民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4239.8亿元，同
比增长 15.6%，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2600.3亿元，同比增长13%；

人民币部分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6830.2
亿元，同比增长16.1%，比年初增加593.9亿元；

人民币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13911.3
亿元，同比增长10.6%。

今年以来，重庆普惠金融各领域贷款增长也较
快。截至今年4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
6185.2亿元，同比增长9%；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
达1094.7亿元，同比增长4.8%；助学贷款余额达
71.5亿元，同比增长26.5%。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以贷款支持科技型企业的
力度也较大。截至4月末，全市科技贷款余额达
7691.3亿元，同比增长8.9%；科技相关产业贷款余
额达6151.6亿元，同比增长8.1%。

4月末重庆人民币
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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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
者 张亦筑）5月27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孵化器管理人大会在渝举行。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十四五”时期，成渝地区孵化器（含众
创空间）累计孵化培育企业4.8万余家，较“十
三五”末期增加9200余家、增长24%。

“孵化器管理人已经成为加快科技成果
产业化、培育创新型科技企业、孵化新兴未
来产业的重要队伍。”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十四五”时期，成渝地区携手推动孵
化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成渝地区孵
化器服务管理人员达到5700余人，较“十三

五”末增加1000余人，增长24%；建成孵化
器（含众创空间）960余家，较“十三五”末增
加140余家，增长17%；孵化场地面积近
900万平方米，较“十三五”末期增加340余
万平方米，增长62%；孵化培育企业4.8万
余家，较“十三五”末期增加9200余家，增长
24%；在孵企业共获得各类知识产权近5万
件，较“十三五”末增加 9000 余件，增长
23%；带动高质量就业近15万人，较“十三
五”末增加了5万余人，增长54%。

现场还发布了“十四五”时期孵化器管
理人助推成果转化案例。

比如，孵化器管理人、重庆邮电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红波助推“桌面级

智能化机器人”创新成果落地孵化。
目前，该项目团队已成为人工智能教育

设备领域领先服务商，其核心产品成功落地
10余家教育机构，企业第三方市场估值达
1000万元。

孵化器管理人、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
育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重大办负责人杜
长珏助推“融合细胞因子抗免疫替抗新制
剂”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该成果来自四川大学高荣教授，通过
“中试+孵化”服务，孵化器管理人帮助项目
成功解决了中试落地转化的需求。目前，项
目已全面进入试生产阶段，全面投产后，预
计年销售额达4000万元。

在大会圆桌会议环节，与会专家围绕
“十五五”时期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
展的方向和路径建言献策。

大会还特设孵化器管理人与科技成果
完成人对接洽谈环节，双方就科技成果创新
特性、转化孵化需求、技术创新服务、投融资
支持等进行深入交流，促成10项科技创新
成果与孵化载体签署了落地孵化协议。

本次大会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四川省科
学技术厅联合主办。下一步，双方将继续携
手，共同规划“十五五”时期成渝地区孵化行业
的发展蓝图，催生一批“硬科技”创新主体，助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双城经济圈孵化器管理人大会在渝举行

“十四五”时期 成渝地区孵化器培育企业4.8万余家

直辖以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最大的一场改革成效如何？

高分答卷：重庆国企改革加速系统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