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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重庆高新区管委会的消息
显示，截至10月底，西部（重庆）科学
城核心区已签约校地、院地合作项目
34个，总投资额318.28亿元，项目包
含重大科学基础设施、高端研发平
台、成果转化基地等。其中，北京大
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中国自然人群
生物资源库等14个项目已投用，超瞬
态实验装置、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等
14个项目正加速建设。校地、院地合
作项目的加速落地促使技术、人才等
创新要素加速向科学城集聚，进一步
释放了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
潜力，推进了产业转型发展，有力撬
动了西部（重庆）科学城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的“三链”融合，激活了创
新资源的“链式反应”。

做强产业链
虹吸国内高校创新资源

9月2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迎
来新一轮校地协同的高潮，电子科技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3所高校研究院当天在位于科学
城的西永微电园开院揭牌。

这是西部（重庆）科学城发挥
优势产业特色，集聚高校、研发机
构的缩影。

作为中西部地区集成电路产业
高地，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西永
微电园已初步构建起了涵盖设计、制
造、封装、测试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

目前已吸引了SK海力士、华润微电
子、中国电科、西南集成等一批知名
集成电路企业集聚发展。

“3所高校研究院的成功落地，
得益于西永微电园集成电路产业
的虹吸效应。”西部（重庆）科学城
相关负责人表示，研究院落地后又
将推动科教资源与产业变革深度
融合、相互引领，尤其是在集成电
路生产设备、测试仪器方面做到互
补和共享，进一步为科学城和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培根、铸魂、强
基。

校地协同工作推动以来，为进一
步释放科技创新潜力，推进产业转型
发展，西部（重庆）科学城积极发挥高
校和优势产业相对集聚的优势，加大

“政产学研”合作力度，深入推进校地
合作。目前，核心区已签约高校及科
研院所参与科学城建设34个，总投资
额318.28亿元。

布局创新链
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在签约项目中，目前已有14个项
目投用，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便是其中之一。

在科学城投入运营短短几个月
时间，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1
个中心、10个实验室就已开始有序运
转起来。研究院组建起了80多人的
高水平研究团队，正全面开展科研攻
关，项目包括数值计算通用软件、智
能会商、中医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天
气预报等。

“研究院是北大学术创新链与
重庆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体现。”北京
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王涛
介绍，研究院将结合科学城的实际
需求，聚集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开展
颠覆性和前沿引领创新研究，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孵化一批新一

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企
业，补足重庆科创成果转化方面的
短板。

在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身后，还有一批校地合作的大平台、
大装置、大院所正在加速布局。目
前，重庆医科大学国际体外诊断研究
院、中国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重庆中
心等校地合作项目已经投用；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示范工程装修即将完
成，拟于近期开展试运营；超瞬态实
验装置项目、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等正在加快
建设，重庆工业设计中心、通用技术
集团纳米时栅产业化项目及机床工
程（重庆）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西南分院正在推进场地装修
建设工作。

这些项目的“加持”，将进一步推
动西部（重庆）科学城产业共性关键
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建强人才链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随着高校大量创新资源落地，越
来越多的创新人才也在不断涌入科
学城。

前不久，位于科学城的西永微电
园，迎来了首批71名联合培养研究
生。他们虽来自不同大学，却都将在
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子产业见习，
毕业后可选择进入相关电子信息公
司工作。目前，落地科学城的此类校
地协同项目已汇聚高端科研人才500
余人。

为做好引才引智工作，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西部（重庆）科学城围绕加
强人才载体建设、支持人才创新实
践、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打造
全链条人才支持政策体系。

引才上，制定了《西部（重庆）科
学城金凤凰人才支持政策》，着力引
进一批顶尖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研究制定专门政策推动大学城和大
学生毕业后在科学城就业创业，实现
高校学生“出了大学城、留在科学
城”。育才上，加强校地联动，成立校
地协同创新发展局，与在渝的高校以
及国内的高校签订24个校地合作项
目协议，聚集资源协同创新。建立基
础研究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加大博
士、博士后等人才的培养力度。留才
上，实施人才安居工程，正在规划建
设国际人才社区，集中建设高端人才
房和人才公寓，并提供国际化的教
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保障，切实为人
才安居乐业提供保障。

下一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推
动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全面
打造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建设专业
化、高质量、品牌化的校地协同创新
载体。加快出台《重庆高新区支持高
校院所协同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扶持办法》，建立完善的环大学创新
创业体系，促进学城、产城、创城深度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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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落地 快速投用

校地共建西部（重庆）科学城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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