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只占全区面积的3.7%，却创
造了超过全区30%的经济贡献，
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90%，集
聚着全区 90.2%的高新技术企
业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占 全 区
93.6%——2021年，綦江高新区
交出这样一份骄人的成绩单。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归根
结底靠创新；创新活动的主要承
载地，在高新区。换句话说，高
新区发展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着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成败。

目前，綦江区按照区第三次
党代会部署，正着力推动资源型
城市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加速
形成重庆最具影响力、竞争力和
带动力的区域性增长极。并提
出，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最强
劲动力，成功创建国家高新区，
五大支柱产业集群化、高端化、
融合化发展，八大重点产业链迈
向更高水平，特色鲜明、布局合
理、要素富集、配套完备、生态良
好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
区工业增加值实现翻番，经济实
力提档升位，转型升级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最终建成

“如来·如愿”的“多彩綦江·创新
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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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山之石来攻玉

汇聚八方转型资源助升级

转型升级，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资源的供给
问题。

过去，綦江工业经济过度依赖于加工制造，高
校、科研院所和公共研发平台这样的创新资源供
给不足，产品附加值亟待提高。

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过程中，綦江区主要从
两个方面来向外部寻找转型资源，一是积极搭建
创新平台。为此，綦江区专门实施了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机构“三年倍增”计划，新引进公共大数据
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分部、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
家重点实验室綦江中心等6个“国字号”研发机
构，同时成功创建商用车高效齿轮传动制造业创
新中心，赛驰动力传动系统研究院、綦齿齿轮研究
院等一批高端研发机构。

2021年，綦江引进市级研发机构新增18家，
同比增长35%，5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
机构，专利授权1063件、同比增长53.8%。綦江
齿轮传动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老科协命名的第一个
工业企业科技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綦江区拥有86个市级以上研发平
台，较2018年增长4.3倍、新增66家，其中市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市级新型研发机
构等实现零的突破，培育独立法人新型研发机构
24家。

解决创新供给不足的难题，綦江区另一个做
法，是加快汇聚创新人才。他们聘请院士、国家

“杰青”等担任项目咨询决策专家，成立了汽车产
业发展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
20多名人才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市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3个、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个，
引进专业大学2所。

目前，綦江区引进巴渝学者等高端人才 11
名，评选区级重点产业人才286名，签约引进投
资70亿元的重庆（中德）埃森大学等6所高校。

从外部引入创造资源，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綦
江区可谓看到了效果，尝到了甜头。目前，位于綦
江高新区的麻辣食品工业（綦江）数字化研究院，
通过与西南大学、重庆三峡学院、重庆食品工业研
究所的合作，已经展开了针对麻辣火锅的麻度辣
度建立标准数字化模型建设研究；重庆多次元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电子科技大学开展产学研合
作，研发出了纳米银消毒液和超疏水，填补了国内
市场空白；蓝莓研究院和重庆市食品研究所合作
研究，重庆首条蓝莓深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蓝
蔚世”蓝莓酵素饮品赢得市场好评。

引导激励创新

让企业走上创新转型发展之路

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如何激发企业的创
新动力？

綦江区实施科技企业成长工程，通过“精准服
务、精准宣传、精准解惑”等方式，加速培育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市级科技型企业；加大政策支持，激
励企业搞创新，采取“精准推送项目、专人全程服
务”方式，精心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级、市级重点科
技项目。

同时，綦江区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促进产
业链、创新链相互交融，提升企业间的协同创新能
力。具体做法是，瞄准主导产业，政府引导和推动
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并成立齿轮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信息安全产业联盟等，助力汽摩零部件、信息
安全、食品健康、装配式建筑等产业补链强链、集
群发展。

通过协同创新壮大产业链。目前，綦江区已
经形成以“铝电联营”为特色、旗能电铝为龙头的

“原铝+加工”铝材料产业链，35万吨大板锭铝产
能位居川渝地区首位，带动上下游企业30余家；
以铜粉生产为特色、有研重冶为龙头的铜材料产
业链，铜粉生产规模超1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
20%；以纳米银、石墨烯、气凝胶为特色，烯宇、多
次元、泛锐科技为龙头的新材料产业链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以齿轮为基础，打造以汽车整车及零部
件为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入驻綦江传
动、友利森、万马汽车、炙炎动力等生产企业200
余家。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綦江区还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依托綦江区建设“交通强区”的契机，
变交通枢纽优势为产业集聚优势，打造专门的园
区载体。目前，位于綦江高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
园已经开园运行，中国信科、安恒信息、网络攻防
靶场、綦典科技、公共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等数字产
业化项目建成投用，引进建设桂芯科技、中国电
子、重庆信息安全学院等重点项目，着力构建“硬
件+软件+培训”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打造西部
信息安全谷。

此外，綦江还通过大数据智能化赋能，改造提
升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该区实施智能化改
造项目118项，建成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21个，
建成工业互联网标识（齿轮）行业二级解析节点，
打造“綦江齿轮数字经济云平台”，着力解决齿轮
生产企业买卖供需问题，3年内可集聚齿轮企业
1000家。

通过多种举措引导和激励，如今，创新谋发展
已经成为綦江企业的共识。

2021 年，綦江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3%，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
43.8%，市级科技项目立项25项，区级科研项目立
项 189 项；登记认定技术合同交易额同比增长
367%；登记科技成果62项，增加近5倍。

2021年，綦江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25
家、累计123家，较2018年增长2.7倍；新增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117家，同比增长29倍；市级科
技型企业新增583家、累计1633家，较2018年增
长6倍多。

随着企业创新动能的激发，重大科研成果层
出不穷，卡脖子技术被不断攻关。例如，位于綦江
高新区的开拓卫星，自主研发了国内首条全自动
化太阳电池片生产线；金美新材料公司的复合金
属箔材产品，解决了锂电池高能量密度和稳定性
难以兼容的痛点；烯宇新材料是西部唯一触控全
产业链企业，纳米银导电膜产品技术指标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

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打造转型升级新环境

创新活动，不会孤立地存在，它有赖于环境氛
围，也就是创新生态。

为打造优良的创新生态，綦江区在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在行政资源的统筹
调度上，他们成立国家高新区创建指挥部，区委书
记、区长任指挥部“双指挥长”。

在行政效率提升上，綦江区在全市首推“模拟
审批”改革，将25个部门836项政务服务事项纳
入无差别综合窗口“一窗通办”，率先设立“渝快

办”商圈自助服务点和区县商标服务指导站，实行
项目专员制度，行政审批服务和便民服务事项按
时办结率达100%，办理满意率达到99%以上。

在优惠政策支持上，綦江区出台《支持科技
创新政策十条》《产业人才引育若干优惠政策》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等政策文件
35个。以金融支持为例。该区积极推行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试点，累计为163户企业发放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3.5亿元，引导银行商业贷款4亿元，
成为企业首选贷款品种；设立了5000万元规模
的企业发展基金，累计实现401笔转贷周转，转
贷金额14.2亿元，为企业节约周转成本2300万
元以上；设立4000万元规模的中小企业融资增
信基金，累计发放增信贷款137笔 4.85亿元；设
立首期规模3.8亿元的“禾优高通”消费品工业引
导股权投资基金等。

为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綦江举办重庆市科研
机构走进綦江、“创新渝论——走进綦江高新区”
沙龙、“高新杯”双创大赛、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
活动日等论坛活动；科技创新活跃指数连续多个
月位列全市区县前8位；建立了“以赛练兵—评选
授名—正面激励”的“渝綦工匠”一体培育机制，每
年定期举办技能大赛，累计评选认定101名“渝綦
工匠”。

特别是正在开展的“改作风抓落实优环境促
发展”专项行动，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
明导向，为打造最优良的创新生态，再吹“冲锋
号”，再擂“出征鼓”。下一步，綦江区在完善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更多创新举措。
据介绍，为集聚科技创新创业优质资源，该区

将探索开放式创新，建设一批行业协同创新中心、
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不同形态
的产教研协同创新组织。为培育壮大科技企业梯
队，该区将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筛选成长
性好、技术水平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
育，设立科技特派员、科技顾问，帮助中小企业解
决技术和发展难题，并开展“綦江高成长企业”培
育计划，设立高成长企业动态数据库，加强高成长
企业的资源链接。为优化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綦
江区还将打造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在重点产业
关键领域，做好专利国内外布局，力争将高价值专
利纳入行业、国家或国际标准，同时搭建綦江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科技成果数据库，引进和
培育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中介服务机构。

贺娜 王修丽

“六大行动”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2022年，綦江区将按照国家科技创新导向和工
作实际，实施“六大行动”，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高标准国高创建行动

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动态优化、及时完善规划
展览馆、考察线路和氛围营造等工作，做好上级专
家来綦指导和考察准备。对照国家高新区评价指
标体系，找短板、补弱项，分解下达重点工作任务，
扎实推进国家高新区创建工作。

高能级研发提升行动

围绕区内主导产业，实施“揭榜挂帅”攻关关键
核心技术，深化与重大、北邮等高校院所的交流合
作，强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准备金等优惠政
策宣传落实，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新产品、
新工艺等研发活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高成长主体培育行动

加大宣传辅导力度，细化考核目标任务，力争
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40家，科技型企业新增400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120家。邀请研发机构、
主管部门来綦指导交流，引导企业建设国家级研发
机构和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高端研发平
台，指导现有研发平台实体化运行。

高质量载体孵化行动

推进高质量孵化载体建设工作，围绕主导产业
建设大型化、专业化、特色化孵化载体，打造全链
条、一体化孵化服务体系，争取认定2家国家备案
众创空间、1家市级孵化器。

高水平乡村赋能行动

继续用好“科特派”队伍，鼓励科技特派员下乡
现场培训指导，加强产研合作，指导街镇加快打造
农业科技基地、星创天地、专家大院、科普基地等科
技示范载体。

高生态氛围厚植行动

宣讲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文件，提升全民
科技创新意识。组织开展科技创新人才表彰评选
活动，发布科技企业创新榜单，激发创新活力。持
续开展“科技孵化年”、“智创綦江”、“綦创綦新”、

“科技活动周”等论坛活动，组织企业参加人工智能
等专业培训，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发展与铝铜
材料、装备制造、装配式建筑、信息安全等主导产业
和新兴产业相关的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咨询认证、
成果转化等服务机构，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为契机

綦江 创新推动建设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试验区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