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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永恒主题，创新是最强旋
律。“高”和“新”是高新区发展壮大的生
命线。

今年6月，重庆高新区企业东方鑫源
集团有限公司高薪聘请了国内外专家、技
术人才成立“鑫源工业智能化研究院”，着
手研发与数字化智能化相关的新产品，企
业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创新及人才储备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
重要，我们公司注重创新要素集聚，企业
发展势头迅猛，2019年已实现百亿营
收。”鑫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成长为横跨
制造、金融及智慧物流的百亿级企业，鑫
源的蝶变是重庆高新区落实新发展理
念，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生动写照。

对标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要求，高新区把握科

学主题，围绕“五个科
学”“五个科技”，即开

展科学教学、加强

科学研究、深化科学实验、完善科学设
施、集聚科学机构、培育科技人才、壮大
科技企业、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交
易、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产业方向研究，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加快集聚创新要素，进一步明确产
业发展路径、重点项目、关键技术等，积
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充分激发企业、高
校、孵化载体创新创业活力。

据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重
庆高新区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战略，主动对标国内外创新高地，实现了
产业链、人才链、技术链、资本链的全面
对接。结合现有产业链及企业需求，构
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
企业孵化体系，推动斯坦福大学创新孵
化器等一流孵化加速器落地建设，争创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区，参与全球创新
链、价值链分工。

同时，高新区还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
化技术创新体系，聚集高端研发机构，建
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组建一批产
学研综合体。联动国家级新区、国家高新
区、国家经开区，强化制度共振、政策共
通、成果共享，推动科技人才柔性流动、科
研资金跨园使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跨区
域共用，与成都共建西部科学城和成渝科
创走廊，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

以新科学催生新技术、新技术转化新
成果、新成果孵化新经济、新经济引领新城
市，重庆高新区正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
向未来发展“筑城”，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引领区域创
新发展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引
擎、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改革开放先行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区，
最终成为“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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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强引擎 跑出加速度

重庆高新区 立足大数据智能化 全力打造产业新生态

一场发布，擘画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宏伟
蓝图；一场展览，特斯联
“超级智能终端”泰坦系
列机器人、中电科“电科
智驭”无人平台智能管控
系统等新产品、黑科技受
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四项
赛事，开启交流新窗口，
构筑产业新生态；五场论
坛，触摸科技前沿，分享
成果经验，为产业发展集
众智、汇众力……

刚刚过去的2020年
线上智博会，重庆高新区
以一系列精彩活动彰显
了科学主题，展现了高新
魅力，增强了产业吸引力
——共签约项目43个，总
投资额达1012.4亿元，包
括中国平安、IBM等世界
500强，中电科集团、国药
集团等知名央企，苏交
科、泰格医药等优质上市
企业，百度、小米等互联
网科技龙头，招商交科院
等高水平科研机构。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牢
抓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紧扣西部（重庆）科学
城发展定位，不断做大做
强主导产业，着力提升产
业能级、厚植发展优势，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在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新作
为。

数字看成效
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1-8月，高新

区直管园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575.1亿元、规
上服务业营收17亿元，集聚规上工业企业
244 家。战新企业产值 1373.3 亿元、增长
15.6%，绝对额占规上工业产值的87.2%。

创新平台加快搭建。推进中科院重庆
科学中心、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建设，
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国家重
点实验室增至5个。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
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西南首只20亿元科
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基金。加快建设重庆
大学、西南大学等6个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建成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博世工业
4.0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161个。国家级孵
化载体增至5个，全市获评A类的2个国家
级孵化器均在重庆高新区。

创新主体加快引育。高新技术企业、
市级科技型企业数量分别增长 12.3%、
44.8% ，高 层 次 科 技 创 新 人 才 数 量 增 长
35.7%，6名高层次人才、14个研发团队入选

“重庆英才计划”。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企业产值分别增长12.4%、11.7%，集成
电路产业产值增长40.5%、绝对额占全市比
重超80%。

研发实力不断增强。研发经费支出占
比提升至4.8%、高出全市3个百分点，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增至42.3件、为全市4倍，
59项成果获2019年市科学技术奖，3项成果
获国家科技奖。

开放型经济逆势上扬。1-8月外贸进
出口总额1884亿元，增长12.4%，绝对额占
全市47.3%。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的创新动
力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

走进重庆高新区台晶(重庆)电子有
限公司，无尘车间内上百台精密加工、检
测仪器高速运转——这里专门加工生产
石英晶体谐振器及石英晶体振荡器，经
过分拣、加工、封装、检测等一系列制造
工序，只有芝麻大小的成品才最终呈现
在人们眼前。

“别小瞧这个小东西，它是电子产品
零组件核心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性电
子、网络数据传输、电信通讯、汽车产业
等领域。”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作为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首批入园
企业，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已成为重
庆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力军。自

2013年量产以来，首年产量1.6亿颗，以
年复合成长率27.1%的速度增长，预计
2020年产量将达10.8亿颗，营业收入达
3.7亿元左右。此外，随着华润微电子、
SK海力士、英业达等电子信息企业的发
展壮大，也直接带动重庆高新区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提档发展、加速集聚。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抢抓机遇、开拓
创新，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西部（重
庆）科学城，奋力打造新时期重庆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牢牢把握数据化、智能化产
业发展方向，高标准打造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
区、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等载体，正加
快形成四大主导产业集群，成功获批全
市唯一的“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如今，高新区正加快形成市场竞
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集聚
了中国电子、中国电科、平安、百度、小
米、浪潮等一批研发实力雄厚的高新
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初
步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
展、现代服务业初步集聚的产业发展
格局。

产业集聚，蓄势勃发。今年1-8月，
高新区直管园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3%、利润总额增长50.3%。高技术制
造业企业57家，产值达1422.8亿元、增
长 16.4%，绝对额占规上工业产值的
90.3%，高技术制造业单个企业产值和贡
献率双高，战略性新兴企业产值1373.3
亿元、增长15.6%，绝对额占规上工业产
值的87.2%

改革激发
“老字号”新活力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创新”二
字，其中科技赋能更是重中之重。

在重庆高新区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里，设备依靠智能管控，为数不
多的员工对着电子看板操作，几乎没有多
余动作。

通过系列数字化改造，用工率下降15%-
20%，产品良率提升至90%以上，公司年产值
近10亿元，数字化程度达业界领先水平。

而这样的数字化车间，在重庆高新区
并非个例，广达数字化车间、英业达智能工
厂……智能化、数字化正为企业生产提

“智”增效。
近年来，高新区加快打造制造“升级

版”，把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战略任务，制
造业智能化改造成效显著，工业互联网建
设卓有成效，两化融合推进有力。

今年以来，高新区共对52家企业实施
了智能化改造，8个项目获市级数字化车间
和智能化工厂认定，15家企业共23个项目
入选市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名单、智能
制造+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项目名单，争取
市级政策资金支持4194万元，智能化工厂
数量和争取市级资金金额位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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