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下旬，市经信委公布了一组数据——

2019年，重庆智能产业增长速度达到14%，远远高于全市工业增长水平，也远远高于全国

制造业发展水平。

今年上半年，虽受疫情冲击，重庆智能产业增长速度依然超过7%，显示出快速发展势头。

罗马非一天建成。自2018年以来，重庆聚焦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方向，从多方面出

发，为智能产业提供“阳光雨露”，推动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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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能产业
重庆提供这些“阳光雨露”

“疫情期间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
幸亏有政府和平台企业给我们雪中送
炭，我们熬了过来！”9月2日，重庆乐
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谈到前段时间
的经历时，又是感慨又是感激。

乐湛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两江新区
产业园，是猪八戒网平台孵化的一家
小微企业。疫情期间，公司业务大幅
下降，占到经营成本大头的场地租金
压力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乐湛科技负责人表示，当时，该公
司正在发展初期，遭遇疫情影响，几乎
就要坚持不住。

关键时刻，两江新区产业园管理
单位和国有产权公司出台扶持政策，
减免了猪八戒网平台孵化三个月的场
地租金，猪八戒网又将减免政策落实
给企业，共减免租金88万元，其中乐
湛科技就减免了14400元。

在受疫情影响的这几个月里，政
府和平台企业给予中小微企的帮助，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今年3月，在了解到猪八戒网旗
下八戒财税诸多客户出现经营困难
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
局主动联系猪八戒网，想要给各中小
微企业解读一下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
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帮助大家通过
减税降费给企业减负。

猪八戒网立即组织全公司力量，
号召广大客户来参加培训。3月5日，
1575位创业者参与培训，会后反响极
佳。

3 月 12 日、3 月 20 日、4 月 13
日、5月9日、6月30日，税务部门和
猪八戒网又联合推出多次培训，针
对出口退（免）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等相

关政策进行专项解读，上万名创业
者参与培训，收获到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

近段时间，重庆和两江新区又针
对猪八戒网等平台企业和广大中小微
企，密集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政务数
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做好促
进企业创新有关工作的通知、重庆两
江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办法、加快
发展线上业态线上服务线上管理的实
施意见……

此外，政府部门还向猪八戒网提
供了高层次人才认定和人才激励政
策、企业研发投入奖补、融资贷款、项
目建设投资补助等，及时解决企业发
展中的各类问题。

例如，今年初猪八戒网想要拓展
数字人才培训业务，但是不具备民办
学校资质。经过两江新区人社部门协
调，企业顺利解决了办学资质中的场
地、师资、课程等问题，最近已开展培
训业务。

“作为一个数字经济领域的大型
平台，我们在受到政府帮助的同时，也
要为更多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提供
阳光雨露和土壤。”猪八戒网负责人表
示，疫情发生以来，猪八戒网持续发起

“共同保护企业生命线”行动，推出“免
见面”灵活用工、人才包时服务，助力
30万家企业降本增效。

今年上半年，猪八戒网平台服务
商注册量同比增长116.8%，灵活用工
订单同比增长375.8%。8月8日，猪
八戒网又举办了企业服务年中大促

“八八节”活动，人才可以在60秒内开
店出售服务实现灵活就业；猪八戒网
创始人朱明跃直播“卖人才”，当日成
交量突破1亿元。

全方位帮扶助中小微企疫后新生

联合微电子中心，是一家集成电路领域的
高精尖研发企业。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
微电园落户后，园区便当起了它的“保姆”。

“我们按照国际化科研机构的建设标准，迅
速完成了中心办公大楼的装修和办公设施的配
备，满足了企业直接拎包入住、快速办公的高效
率需求。”西永微电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进
一步完善中心的工作环境，园区对标国际化科
研人才生活配套标准，专门装修建设了花园餐
厅和精装公寓，为引进的高技术人才提供了坚
实的后勤保障。

“园区还为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联合微电子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中心落户后，园
区不仅帮助企业申报各类科研财政项目，还积

极协调解决引进中心人才生活居住、子女教育
等现实问题。

没了“后顾之忧”，联合微电子中心专心研
发。今年上半年，该中心面向全球发布了我国
首个自主开发的180纳米成套硅光工艺设计工
具，可用于设计制作硅基光电子芯片。其技术
位于行业领先。

“不仅要让企业进得来，落得下，更要留得
住。”西永微电园副总经理陈昱阳说。

这也是重庆的理念。
比如，今年受疫情影响，多家企业复工复产

后，遇到用工难、供应链受阻等情况。重庆相关
部门立刻就这些问题出手，从生产料件、防疫物
资、用功保障等多方面出发，为企业排忧解难。

同时，重庆还出台了支持企业“40条”，从
“金融支持、财税纾困、降低成本”三方面入手，
帮助企业渡过生产经营难关。

优质的服务，也让不少智能企业受益，纷纷
为重庆点赞，甚至增设投资。

今年，SK海力士二期项目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SK海力士在重庆落户的第二个项目。两
期项目产能合并后，重庆成为SK海力士在全球
海外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

“公司落户重庆以来，市、区两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都全力给予支持，也一直帮忙解决企业
发展中的问题，这给了我们在重庆长期发展的
信心。”SK海力士半导体(重庆)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

环境良好环境良好
为企业排忧解惑 让智能企业“留得住”

去年8月，重庆出台《重庆市全面推行“云长
制”实施方案》。

何为“云长制”？
“‘云’是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数据‘上云’后

需要人来进行管理，‘云长制’就是这套管理体
系。”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云长是
从科技概念衍生出的一个管理者身份。

他表示，在数据治理、安全防护等方面，“管
云”“管数”“管用”都需要“云长”。

“云长制”，体现了重庆决心打破“数据壁
垒”、破除“数据孤岛”，不断提升数据“上云”水
平的态度，也体现了重庆发展智能产业的决
心。

早在2017年10月，重庆市政府确定了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勾画了“智造重镇”发展的基本蓝图。

2018年，重庆正式发布《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累计推动2500家企
业实施智能化改造，52%以上规模工业企业迈
入数字化网络化制造阶段，智能制造关联产业
产值突破300亿元。发展智能产业的路径，进
一步明晰。

目标确定后，重庆开始为智能产业搭建平
台，比如智博会。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
重庆举行。共有407位国内外企业高层，以及
来自30个国家（地区)的202名国外专业嘉宾参
会，参展企业537家；

2019年8月，第二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上，28个国家（地区)的843家企业参展；

今年9月15日，2020线上智博会将举行，
这场关于智能化的盛会依旧持续……

人才支撑，也是重庆为智能产业发展布局
的核心要素。此前，重庆出台《重庆市科教兴市
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2018-2020年）》，建设智

能制造、智慧交通等30个人工智能+学科群，每
年投入3000万元支持学科群建设，并强化与国
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积极育才、引
才。

重庆还在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积极
争取国家有关数字经济发展改革试点，并快马
加鞭，加快工作方案编制、落地。

2018年，重庆入围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五
大国家顶级节点建设城市；2019年10月，重庆
获批建设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今年1月，重庆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

今年6月，重庆召开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大
会。大会提出，面向未来，重庆发展数字经济，
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和优势条件，举全市之力、
集全民之智，倾力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
名城”，引领全市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

态度积极态度积极
顶层设计 平台搭建 人才引进环环相扣

发展智能产业，不能简单地“无中生有”，得
看自身条件与基础。

重庆的基础，便是自身的优势产业：工业。
作为工业重镇，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

本底，而且门类齐全，有汽摩、有色金属、装备制
造等传统制造业，还有生物制造、液晶电子、信
息通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对智能产业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大显身
手”的环境——工业为智能产业提供应用场
景。同时，智能产业也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由制造向智造迈进。

于是，重庆的工业与智能产业迅速擦起火
花，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厂因此出现。

这些车间里，多台无人驾驶的物流车来回穿

梭运载物料；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整齐划一进
行流水作业；一块普通玻璃，经过智能化工艺加
工后，可以变为手机及电脑的液晶显示屏……

截至2019年底，全市已实施1280个智能
化改造项目，认定115个数字化车间，25个智能
工厂。今年，我市又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发展重点支柱产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智
能制造扩容拓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5个领域加
速智能化进程。

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我市电子产业同比
增长了9.6%，非终端电子产业增长了12.4%，初
步构建起以“芯屏器核网”为重点的智能制造生
态。

另一方面，重庆一直注重工业化与信息化

“两化结合”，布局了不少信息化
基础设施，如5G基站、工业互联网
域名解析体系等，这些都为推动智能
制造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等打下了好的
基础。

比如，截至8月下旬，全市4G网络已实现
全覆盖，成为西部首个“全光网”城市，实现城市
光纤到户全覆盖；在5G建设方面，我市现已建
成5G基站4.2万个，5G用户达到316万，重庆
5G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梯队。

“良好的工业基础，扎实的信息化基础设
施，这些都是重庆给智能产业发展提供的条件，
也是智能产业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市经信委
主任陈金山说。

基础扎实基础扎实
智能产业在工业领域“大展拳脚”

□本报记者 杨骏 白麟 夏元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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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永微电子产业园
广达（重庆）电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正在生产线上作业。
图②:重庆海尔工业园滚筒洗衣机生产线上，

机器臂正有条不紊地作业。
图③: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猪八戒、易极付等企

业都有严格的数字经济安全管理程序为客户服务。

图④: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正在调试新近研发的 80 公斤六
关节机器人。

图⑤：在联合微电子中心展厅，其自
主研发的180纳米硅光工艺设计工具在
这里展示。

图⑥：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园区的
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二期），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维护设备。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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