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时期区县科技竞争力

渝北居第一。

截至目前，渝北区“双创”指数已

连续17个季度排名全市第一。

有3137家市级科技型企业，总

量全市第一。

有12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总

量全市第一。

有12家市级新型高端研发机

构，总量全市第一。

万 人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23.56件，知识产权综合水平

全市第一。

201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75.46亿元，规模全市第一。

2019 年，渝北规模工业企业

R&D经费支出达到52.76亿

元，全市第一。

2020 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6亿元，居全市区县第一。

渝北科技创新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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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是渝北的传
统制造业，在激活这一传统产业链中，创
新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重庆元创汽车整线集成有限公司是
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公司相关负责人李
光裙说，公司在科技创新推动下，实现了

精彩的“变脸”，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据介绍，在科创“变脸”中，这家公司
先后建立起重庆市新型高端研发机构、
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站，用科技创
新提升汽车模夹具设计制作、轻量化车
身设计生产、特种车辆整车生产、智能制
造装备研发等，并在智能制造装备方面
为国内外整车OEM企业提供了数十条
自动化焊装生产线。

目前，公司正联合西南大学、中科
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等十数家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牵头实施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专项——

“汽车板材机器人激光落料和三维切
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实现更大的
创新。

自主创新，不断投入研发新产品，是
渝北企业提升产业链的内生动力。

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最新研发
的5G+VR智能零感知胶囊机器人胃镜

诊疗系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近年来，
该公司不断推出科技含量极高的新产
品，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科技创新有效地促进了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渝北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智能化改造，有效地提升了渝
北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

据介绍，自2017年以来，渝北每年
投入2亿元的专项资金，已累计扶持区
级技改项目191个，撬动企业投资23
亿元投入到智能化改造中。目前，渝北
已建成2家智能工厂、13个数字化车
间，1家企业被认定为市级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11家企业通新两化融合国家
级贯标评定，27个项目被认定为国家
级、市级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应用）试点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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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创新链激活产业链
渝北是重庆第一个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的区县，也是重庆科技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县之一。

据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2020年最新发布的区县科技竞争力排名，渝北近3年连续居第一；渝北的“双创”指数也连续17个季度排名全市第一。

科技创新，已成为渝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和支撑力。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认为，渝北坚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充分发挥科技

创新支撑引领作用，聚力打造协同创新引领区和创新策源地。

渝北，用创新链激活了产业链。

“在科技创新中，渝北坚持围绕智能
终端、软件信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打造创新链。”渝北区
科技局负责人说。

位于渝北龙溪街道的威瑞众创空间
看起来虽然不起眼，但却是重庆市科技
企业孵化器。目前，在这一孵化器内已
累计孵化创新创业公司、团队180余家，
入驻企业已累计获得知识产权300余
项，培育出高新技术企业5家。

今年一季度，渝北就新培育市级科
技型企业232家。目前为止，全区的科
技型企业已突破3000家，总量居全市第
一。

渝北围绕产业已打造出多条创新
链，并开始构建形成以仙桃国际大数据
谷为创新策源地的全域创新生态。

今年一季度，渝北新认定市级新型
研发机构9家（占全市19.57%），其中市

级新型高端研发机构 4 家（占全市
40%）。至此，渝北已建成新型研发机构
24家，其中认定为市级新型研发机构的
有12家（占全市22.22%）、市级新型高
端研发机构12家（占全市35.29%），均
居全市第一。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公司负责人说，他们致力于“干净
空气”和“高效节能”的双引擎产业，围绕
材料创新研发，为电子、医疗、航空、食
品、军用、民用等“干净空气”领域提供洁
净保障，并为工业、建筑、家电、物流、冷
链运输等“高效节能”领域提供高端节能
材料及解决方案。2011年以来，公司承
担国家科研项目8项。2020年，公司

“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材料关键制造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获得2020年度重
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于重视科技创

新，公司连续6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超
50%增长。

在围绕产业打造创新链中，渝北坚
持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区里通
过政策扶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2019年，渝
北规模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达到
52.76亿元，居全市第一。规模工业企业
内部研发机构达到198个，较上年增长
65%；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33家，占
全市15.7%。

渝北目前已形成科技创新的大氛
围。2019年，渝北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达到了75.46亿元，规模居全市第一，占
GDP比重已达到4.08%。

全社会创新大氛围，结出了累累创
新成果。目前，渝北全区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已达到23.56件，知识产权综
合水平位列全市第一。

对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渝北也
围绕产业发展进行转化。区里出台政
策，对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给予2万元—
20万元的奖励；对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其单
项产品初始年新增销售收入在500万元
以上的，按新增销售收入1%，给予一次
性最高50万元的补助。仅在2020年，
渝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就达1.6亿元，位
列全市区县第一。

人才是打造创新链的核心。近年
来，渝北围绕产业发展努力集聚和培养
创新人才，建立创新人才集聚的平台。
目前，全区已汇聚起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671人，其中入选为市级科技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的有 54名、创业示范团队 6
个。目前，渝北已建起院士工作站1个、
博士后工作站47个，其中国家级博士后
工作站有14个。

围绕产业打造出的创新链，反过来推
动了渝北一批新兴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在渝北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中交
三航（重庆）生态修复研究院有限公司
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正紧张地进行
流域治理、湖库渗漏等技术试验。

这个作为2019年重庆市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的创新项目，汇集了海内外英
才，整合国际先进生态修复技术资源，通
过关键核心技术的输出，形成“科学+技
术+工程”的组织实施模式，推动流域综合
整治、水环境治理、矿山修复等生态环保
重大项目与示范工程。目前，已申请专利
20余项，取得实用新型专利8项、软件著
作权2项；所参与研究的《通航河段特拉锚
垫生态护岸技术研究与应用》《堤坝渗漏
隐患多源协同探测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分别获得交通部中国
航海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水利部大禹
水利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一幢大楼里，重

庆邮电大学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在这里建立
了一个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的基地。研究
院副院长王浩介绍，研究院成立20年来，
其研发团队已研发出了物联网节点设备、
工业互联网网络设备等一大批成果。目
前，正在通过仙桃数据谷这一平台，寻找探
索这些成果产业化的路径。

“虽然仙桃数据谷规划面积仅有2平
方公里，但却是渝北打造千亿级软件和
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的‘中枢’。”仙桃数据
谷公司负责人说，仙桃数据谷集聚的创
新链，正在引领千亿级产业链的高质量
发展，体现出其创新的价值。

据介绍，目前，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
已有注册企业1024家、入驻科技型企业
232家集聚科技创新人员4200余人。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在2018年中国大
数据产业园区综合发展实力榜单中名列全
国第四位，并获得2018年中国大数据明星
产业园、2018年-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
软件服务业最佳服务平台、2019年和2020

年“中国最具活力软件园”等荣誉称号。
仙桃数据谷负责人说，数据谷要做

的就是整合产业链，提升数据的整体服
务能力，搭建创业、创新平台，为企业提
供增值服务，诞生全球知名企业，为渝北
创造千亿元产值，税收贡献逾百亿元。

目前，仙桃国际大数据谷聚焦A（人
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
据）、IC（集成电路）和5G等领域，已布局

“1+3+5+10+N”创新生态圈体系。大数
据，聚焦智能汽车、智能终端、软件信息、
生命健康、数字城乡5个产业方向的核心
大数据，联动国家信息中心、两江云计算
中心建成包括工业类、消费类、政务类3大
类数据库，率先建成国家互联网大数据分
析重庆分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西
部分中心；建成了智能样机生产、全套3D
打印、仙桃学院人才培养、软件系统开发
等10个开放共享平台，由N个企业组成
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正在打造百

亿级IC设计产业园。在16万平方米的楼
宇空间里，在3-5年内，将围绕智能终端、
物联网、汽车电子等方向，发展射频、存储、
电源、WIFI/蓝牙、传感器、图像处理、人工
智能等芯片，集聚起80家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引进和培养2000人以上集成电路设计
人才，实现集成电路设计年产值超过100
亿元，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集成电路设
计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ARM、创通联
达、物奇科技、线易科技、矩芯视觉、摩尔精
英、黑芝麻智能科技、矽睿麦歌恩等核心企
业20余家，已成功发布多款具有“重庆基
因”的芯片，IC设计集群初步成形。

“北有中关村，南有仙桃谷”。仙桃数
据谷负责人说，预计到2025年，数据谷将
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10家、核心企业100
家、规上企业1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0家、资本市场上市企业2-3家，从业
人员2万人，建设西部地区最具竞争力的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策源发展高地，助力渝
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产业打造创新链

创新链提升传统产业链

创新链引领新兴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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