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
研究院在两江新区正式落户，设有先进
制造与材料、智能传感与人工智能等4
个 研 发 中 心 ，建 立 了 BLOCK71
Chongqing—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累
计孵化高科技创新企业24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与
其他研究院有所不同。我们的目标是
提供一个平台，建立一座桥梁，吸引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人才来到重
庆。”2023年6月，王家功作为新材料
研究领域的国际高级人才，被新加坡
国立大学委以重任后，也来到重庆，担
任重庆研究院院长。如今，他更加频
繁往返于重庆与新加坡，他将自己比
作一座“桥梁”。

他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举例，“以
前，从材料发现到产品应用需要5—10
年时间。但现在，在连接桥梁作用下，
新加坡和重庆团队紧密协作，通过AI
技术和新型计算技术，可以大大缩短
这个周期，从 5—10 年缩短到 1—2
年。这大大加快了新研究成果产业化
的速度，让我们更快、更有效地找到新
型材料的应用场景。”

在全国首个“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合作区里，国际合作故事正不断涌
现。2024年5月30日，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费伦茨·克劳斯工作站揭牌当
日，便吸引欧洲 12 家科研机构线上

“围观”；成渝地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则化身“技术红娘”，在重庆-奥地利科
技创新精准对接会等技术对接活动
上，促成30个项目签约和20个项目落
地实施。还新增获批与匈牙利、古巴

共建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2家，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19家，18个国家在渝
建立研发平台和技术转移平台。

重庆众多高校也正在成为创新
“先锋队”。

重庆大学牵头的“一带一路”大学
科技合作联盟，吸纳南非、马来西亚等
11个国家的15所高校为成员单位，聚
焦气候变化与地球健康、教
育数字化转型等9个领

域开展学术研究；设立联盟创新基金，
2024年已投入300万元、首批支持10
个项目，后续将每年投入500万元，围
绕联盟高校所在国家可持续发展重大
需求开展深度合作。

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教授团队基
于“颗粒约束决定颗粒物质的力学状
态”“土壤的力学特性赋予土壤‘自修
复’‘自调节’生态属性”两个科学发
现，历时17年研发，取得原创性、突破
性、国际领先的“沙漠土壤化”理论与
技术成果，实现了防风固沙、生态恢
复、农牧产业发展与生态碳汇一体化
功能。成果已在内蒙古、新疆、甘肃、
西藏、西沙以及中东和北非等20多个
沙漠、戈壁和岛礁成功应用5万亩，让
昔日的荒漠之地如今郁郁葱葱、瓜果
飘香，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惊喜与期
待。该成果通过跨国生态修复实践，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为促进国际合作和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重庆智慧”和“中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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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国、匈牙利双方研究
人员的努力下，柑橘、脆李、猕猴桃等重
庆本土佳果，经过匈牙利的精湛酿造技
艺，制成“清咔”系列水果蒸馏酒。在多
次重要外事活动现场，它以独特的口感
和香气，吸引众多目光，赢得广泛赞誉。

这款“特别”的果酒，是中国、匈牙
利两国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的缩影。

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西南大
学和匈牙利农业与生命科学大学合作
超过20年，先后成立了“中匈食品科学
合作研究中心，中匈果酒白兰地研究
室，中国-匈牙利食品科学‘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等合作机构，中匈双方团
队已签署合作协议15份，获批中匈国

际合作项目12项，共同举办国际学术
会议20次，中匈科技人员互访超过100
余人次。这让大众用一瓶酒见证了共
建“一带一路”的“化学反应”。

这样的故事正在巴渝大地频繁上演。
重庆将大会达成的合作意向转化为

“施工图”：中冶赛迪钢铁工程技术向印
度尼西亚输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重庆研究院共建的“新技术实验室”，正
为智能驾驶装上“最强大脑”……

市级各类创新主体更签下超30项
国际合作项目：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防爆四足机器人，是全球首款
获得防爆认证的量产防爆四足机器人，
该公司已与卡塔尔、沙特、新加坡等多

国建立了业务合作，推动产品及项目海
外应用落地，拓展产业链及亚欧市场。

中国-匈牙利技术转移中心（重庆）
与四川、甘肃、山东、浙江、湖南等地的
科技服务机构合作搭建了面向匈牙利
的国际科技区域协作网络，累计举办了
15场中匈项目对接会，组织各类洽谈
合作150余次，促成32个项目合作签
约，13个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朋友圈的扩容更显诚意：在2024
年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上，重庆
市与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共同签署了《重
庆-塞维利亚科技创新合作意向书》，政
府间合作协议增至4个，65个合作国家
和地区中，既有“老朋友”匈牙利、新加
坡，也有“新伙伴”阿联酋、塞尔维亚。

站在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观景台
上，塔吊林立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
作区核心区勾勒出未来轮廓。

近年来，重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等一批重大平台相继
落地此处，金凤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
等重庆实验室揭牌运行，这里将建成国
际科技产业中心，重点布局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

在国家层面，首个专门支持西部科
学城建设发展的文件《关于进一步支持
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2035年的建设目标，还从战略
科技力量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区域交流合作、组织
实施保障等方面，全方位提出建设措

施。
更宏大的布局在展开——
2024年底，经科技部批复，成渝地

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启动
建设，按照计划，川渝两地将用3年时
间，与共建国家打造国际技术转移节点
20个以上，促成国际合作项目100项以
上，组织国际技术培训1500人次以上，
加快建成面向“一带一路”的技术转移
枢纽。

“当前，成渝地区正在联手打造中
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近日，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
上，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表示，重庆市
和四川省将联合发起成渝地区“一带一
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着力与共建

国家在联合攻关、技术转移、科技人文
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此外，东盟已连续多年成为重庆第
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项目联合研发、
合作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企业建设生产
研发基地等方面的科技合作也取得了
积极成效。重庆在建设“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合作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
移中心过程中与东盟国家的科技合作
前景广阔。

6月初，在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
交流大会筹备办公室，10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回执纷至沓来，重庆作为主办
方之一，也将扩容新一批联合实验室、
技术转移中心签约清单。

从长江之滨到尼罗河畔，从实验室

到示范田，重庆用科技合作的“绣花功
夫”，织就了一幅“硬科技”与“软实力”
交织的丝路长卷。

当西南大学实验室的菌种跨越万
里在匈牙利企业投产，当重庆邮电大学
的工业5G标准写入国际白皮书，人们
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流动，更有不同文
明的对话与全球化协作。正如匈牙利
驻渝总领事所言：“在重庆，‘一带一路’
不是标语，而是实验室的灯光、田野的
青苗、货架的商品，是触手可及的未
来。”

龙红梅
图片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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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腾 防 爆
四足机器人

在中国-韩国工业物联网“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基于时间敏感网络工艺品智
能组装示范线正在运行

“一带一路”大学校长论坛暨“一带一路”大学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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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看成效》》

朋友圈 与 6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科技合作关系，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
议数量达4个，市级各类创新主体签署
科技合作协议超30项。

平台力 获批建设中国-匈牙利食
品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布局建
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2家、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19家，18个国家在渝建立
研发平台和技术转移平台，揭牌成立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伦茨·克劳斯在
中国的首个诺贝尔奖工作站。

转化链 获批建设成渝地区“一带
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高质量建设
中匈技术转移中心，揭牌成立中塞技术
转移中心，牵头举办重庆-奥地利科技
创新精准对接会、重庆-塞维利亚科技
企业对接会等技术对接活动，促成30
个项目签约和20个项目落地实施。

人才流 举办国际科技论坛活动百
余场，吸引来渝交流的国际科技人员
1500人次以上，培养和引进国际技术
经纪人（技术经理人）50人以上。

在位于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达卡
瓦镇的中国援坦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活
跃着一群来自重庆的农业专家。10余
年来，在多批次农业专家的持续帮助
下，坦桑尼亚优势条件区域的水稻收获

面积从41.56万公顷上升到105.26万
公顷，水稻亩产从过去260公斤，大幅
提高至460公斤。

在这些数字变化中，重庆造的农业
技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3年11月，中

国援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入选了
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
例。坦桑尼亚农业部官员说：“你们教会
我们种地，更教会我们如何与土地对话。”

这样的“课堂”遍布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城市韧性”
科技合作与技术培训项目在重庆大学
结题。35名乌兹别克斯坦青年科学家
通过政策解读、技术分享、专家讲座等
多种形式的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在
城市韧性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实践
经验。

重庆工商大学和泰国兰纳皇家理
工大学也是一对“老朋友”，2017年，双
方共同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泰国
典型食品加工废水一体化云管理装备
和云管理平台的合作研发与示范”项
目，于2022年顺利结题。此后，双方的

合作更是进一步加码。2024年，双方
共同创建“中泰人工智能青年技术创新
中心”，促进青年人才的交流与培养。

据统计，首届大会召开两年以来，
我市举办国际科技论坛活动百余场，吸
引来渝交流的国际科技人员1500人次
以上，培养和引进国际技术经纪人（技
术经理人）50人以上，真正让重庆成为

“行走的科技会客厅”。
在重庆邮电大学，中国-韩国工业

物联网“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基于中
韩双方团队近30年长期稳定合作基
础，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工业物联网领
域科技合作与高端人才培养平台，研制
的敏感网络符合性测试平台和工业融
合网络测试验证平台，在国家电网、韩
国LG公司等40余家中外企业获得成
功应用，成果入选“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合作十年成果展。

金凤实验室

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
究院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
专注开展实验

“清咔”系列水果蒸馏酒

从签约到生根：合作硕果“枝头笑”

平台矩阵崛起：内陆架起“创新桥”

人文交流升温：科技筑起“凤凰巢”

从“跟跑”到“领跑”：扬鞭策马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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