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巩固汽车、电子两大
支柱产业，打造汽车、电子
两个2000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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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4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力争到 2026 年，全行业产
值超过200亿元。
◎打造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力争到 2026 年，产值规模
突破200亿元。
◎打造消费品工业产业集
群，力争到2026年，产值规
模达到400亿元。
◎打造智慧建筑产业集群，
力争到 2026 年，产值规模
达到300亿元。

4

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
业，为渝北工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高效接续和长久支撑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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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渝北区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企
业智能化改造等举措，持续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可持续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2021年，渝北区规
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685亿元，同
比增长 16.6%，连续 18年保持全
市产值规模第一。

目前，渝北区已初步形成汽
车、电子两大支柱产业集群及装
备、消费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

“多点发展”的产业格局，其百亿
级企业数量、汽车产值产量、手机
产值产量均位居全市第一。

“按照相关计划，渝北区将在
未来5年内分两步走，构建‘2+4+
1’现代工业体系，实现‘再造一个
渝北工业’的目标。”渝北区经济
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预计到
2023年，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到 4100 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750亿元；到2026年，“2+4+1”现
代工业体系构建成型，全区规上
工业总产值达到5200亿元、工业
增加值达到1050亿元。

产业基础已打牢，渝北区未
来将砥砺前行，探索产业转型新
路径。

核 心 提 示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五年再造一个渝北工业

调整产业结构
工业经济告别汽车“一枝独秀”

“好，滑轮滚动，评测这款手机摄像头的微距功
能。经测试，分辨率清晰……”近日，在重庆市天实精
工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实精工”）实验室，几名研发
人员一边仔细测试新研发的摄像头产品，一边互相交
流测试结果。

像这样的新产品测试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天实精工
上演。天实精工位于渝北区临空智能终端产业园，主营
业务是高端摄像头模组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2017
年4月入驻该园区以来，公司先后投入数亿元资金，建成
了年产摄像头模组过亿颗的先进生产线及国内一流的
企业级光学测研中心，自主研发生产了上千款高端摄像
头。近年来，其产品受到OPPO、传音、小天才、奥比中
光和上海汽车等多家手机生产企业、物联网企业及汽车
厂家的青睐。

随之而来，天实精工年产值从2018年的约1.3亿元
猛增到2021年的12.4亿元，在短短4年间里实现了大
跨越。

天实精工发展势头迅猛，仅仅是渝北区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渝北的传统优势产
业。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渝北区工业都是汽车产
业“一枝独秀”，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与抗风险能力不高，
这成为渝北工业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瓶颈。

数据显示，2010年，渝北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1213亿元，其中汽车产业占比超过71%。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渝北区开出了调整产业结构
的“药方”：在巩固提升汽车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抢抓智
能终端在全球迅速普及的商机和重庆大力发展电子信
息产业的契机，积极布局以智能终端制造为主的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此，渝北区近年来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团队、制定
了专项工作方案，以前沿科技城、空港工业园为主要承
载地大力引进智能终端整机及代工龙头企业。”渝北区
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此基础上，渝北区又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引进智能
终端零部件企业。到2021年末，渝北区已陆续引进了
OPPO、传音、天实精工等智能终端整机、代工及零部件
企业近20家。

得益于这些举措，渝北区初步形成了汽车、电子信
息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工业经济由过去的汽车
产业“一枝独秀”，成功转变为汽车、电子信息两大支柱
产业“两轮驱动”的格局，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初显。

数据显示，2021年，渝北区汽车产量超过63万辆，占
全市的三分之一。汽车产业实现产值1360亿元，居全市
第一；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1700亿元。其中，手机产
量超过8000万台、产值570亿元，继续保持全市第一。

推动智能化改造
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走在全市前列

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渝北区近年来紧随智能
化浪潮加快推动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为全区产业转
型升级赋能。

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内的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下称“南方英特”）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要研发
生产汽车空调系统和热管理系统。近年来，该公司紧
跟智能制造步伐，在市、区两级专项资金支持下，投入
大量资金积极实施智能化改造，取得明显成效。

“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公司基本实现了生产设备

自动化、经营管理数字化和生产流程再造，生产效率大
幅提高，用工成本和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也成功实现
了从传统燃油汽车空调向新能源热管理系统产品的拓
展。”南方英特相关负责人介绍。

譬如，该公司将手工操作的焊接、紧固等工艺升级
为机器人联动操作，使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其新能
源产品在未来几年有望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规模。

类似的案例，在渝北区还有很多。
多年来，渝北在制造业“量”上形成了一定规模，成

功实现了由农业大县到全市第一工业强区的蝶变之路，
从“江老幺”一跃成为全市第一经济大区。在重庆这个
全国工业重镇，渝北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然而，与成渝地区部分市、区和国内先进发达地区
相比，渝北制造业还存在一定差距，产业能级不够
高、产业链条不够完善、创新支撑作用发挥不够，低
附加值产品较多、高附加值产品少等问题亟待解
决。如何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发展，考验着渝北区
的智慧。

“面对这种现实，推动制造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是一条必由之路。”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渝北区积极落地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把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
造作为重心，从政策、科技创新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扶持。

尤其是2017年以来，渝北区每年滚动安排2亿元
技改扶持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其中，
对单个项目的扶持比例最高可达50%、扶持资金最高可
达5000万元，远超国家、市级补助资金标准。

政策助力下，渝北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步
伐明显加快。据统计，2017年-2021年，渝北区已累
计扶持区级技改项目191个，建成3个智能工厂和28
个数字化车间。其中，天实精工被认定为市级智能制
造标杆企业。2021年，渝北区完成智能化改造项目67
个、完成率达176%，居全市前列。

据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渝北区在企业智能化改造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启
动了“百家企业智能化改造”行动，预计在3年内完成
此项行动目标。届时，渝北将基本实现规上企业智能
化改造全覆盖。

链接

数读工业
◎2021年，渝北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到3685亿元，同比增长16.6%，连续18年

保持全市产值规模第一。
◎2021年，渝北区汽车产量超过63.3

万辆，占全市的三分之一。汽车产业实现

产值1360亿元，居全市第一；电子信息产

业产值突破 1700亿元。其中，手机产量

超过 8000万台、产值570亿元，继续保持

全市第一。

◎2017 年-2021 年，渝北区累计扶持

区级技改项目 191个，建成 3个智能工厂

和28个数字化车间。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渝北这样干

渝北区出台《构建“2+4+1”现代工业体系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了构建

“2+4+1”现代工业体系，力争5年内“再造一个
渝北工业”。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经信委提供

构建“2+4+1”工业体系

长安汽车渝北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