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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
建设环成渝高校创新生态圈

重庆日报：市委五届八次全会提
出，要大力加强川渝两地教育、医疗、
就业、养老等领域协同发展。具体来
讲，两地的高校如何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黄政：4月27日，重庆市教委与四
川省教育厅在渝签署了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的框架
协议。总体目标是推动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加快构建教育协同发展合作机
制，紧紧围绕国家有关成渝双城经济
圈发展战略规划，参与共建西部科学
城和长江教育创新带；同时优化成渝
地区教育资源、功能布局，促进协同发
展、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全国重要影响
力的教育一体化发展试验区、改革创
新试验区、协同发展示范区、产教融合
先行区。

张宗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对四川和重庆高校未来的发展是千
载难逢的机会。两地高校将联合建设
环成渝高校创新生态圈，并成立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

这样可以从规划、顶层设计、工作
机制、项目布局等进行一体化统筹，在
更大空间上进行资源配置，提升资源
使用效率，破除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性
障碍；新增一批成渝共建的国家级重
点科研、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项目，
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以及相关高水
平科技创新平台、人文交流平台；双方
的科技主管部门、高校会共同推进人
才、科技资源共享，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开放，智能管理等体制机制，深化川渝
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能力；此外对双
方在人才引进的吸引力，招生、就业的
统筹考虑，国际合作的影响力等方面，
都会有更大的利好。

商奎：川渝一家亲，共唱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
区近日已签署《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
区“双区联动”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重庆
高新区被赋予建设中国西部（重庆）科
学城的战略定位和发展使命，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非常重要的部

分。
建科学城首先要看体量多大，成

渝合起来就有更强大的科研基础。重
庆高新区现有高校院所14所，构建了
以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
造、高技术服务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
系，已形成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西永
综合保税区、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等
多个新型产业园区。

按照合作协议，重庆高新区将与
成都高新区共同发挥创新极核引领作
用，从而形成1+1大于2的规模效应，
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力。

多方合作
共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重庆日报：成渝地区高校的合作
具体有怎样的举措？有哪些建议？

黄政：按照协议，成渝地区将共推
高等教育创新发展。首先，在人才培
养上，成渝高校在学科联建、教师互
派、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科学研究等
方面，推进深度合作。我们将探索开
放多元的考试招生合作，积极争取国
家在两地增投研究生、本科生招生计
划，两地高校互相增投招生来源计划。

在学科建设上，成渝将积极探索
以新机制新模式共同争取更多国家

“双一流”学科，鼓励校校结对共建“双
一流”学科，推动两地“双一流”高校与
省市政府之间的战略合作。

为促进两地教育协同化发展，我
们将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建设环
成渝高校创新生态圈；成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构建高等学校
协同创新体系，提升高等教育资源共
享水平。

蔡其勇：成渝地区应编制出台成
渝双城经济圈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专项
规划，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
协同发展研究院”，打造国内一流的新
型教育智库，服务国家和区域教育决
策。

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如实施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协同育
人、协同创新工程、优质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工程，引导鼓励成渝高校发
挥学科互补优势，开展协同创新攻

关与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优质数字
资源、校外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统
筹使用。

在人才交流方面，可实施“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一流人才联合培养与共
享工程”，建立人才流动、共享或联动
机制，以优质人才带动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

商奎：重庆高新区与成都高新区
将以提升科技创新能级为导向，共同
推进西部科学城、成渝科创走廊、内陆
自贸港等建设，助力打造西部地区创
新资源最为集中、双创生态最为良好、
产业发展质量最优、协同创新效率最
高的标志性区域。

按照初步规划，未来中国西部（重
庆）科学城将集聚一批大科学装置和
一流大学，打造一批创新创业载体，孵
化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原始创新
和新兴产业策源地。

张宗益：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联
合成渝近20所大学，正积极推动成渝
高校联盟建设，已拟定合作宣言和初
步的合作框架，主要涉及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国
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

前不久，重庆市科技局与四川省
科技厅签订了《科技专家库开放共享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享3万余名科技
专家资源，涉及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新材料、人口健康等多个领域。西部
科学城、重庆高校都有不少人才参与
其中。今后在体制机制上会进一步的
协调，促进双方人才的流通和互补。
川渝两地将围绕推进体制创新、强化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两个重点，把搭建
平台作为突破口，加快探索建立全方
位、深层次、立体化的全面合作新机
制。

主动谋划
积极融入长江教育创新带建设

重庆日报：除了参与共建西部科
学城，成渝地区高校还将怎样共同融
入长江教育创新带的建设？

张宗益：针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
发展问题，成渝、武汉、上海等长江沿
线的高校正在进行合作，建设长江教

育创新带，所以成渝地区的高校必须
一体化发展，主动谋划对接，积极融入
长江教育创新带的建设。

除了西部科学城，成渝地区高校
的合作，对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
家医学中心也非常重要。成渝两地的
医学都非常强，四川有川大的华西医
学中心、成都中医药大学，重庆有陆军
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大学医
学院，未来还有重庆中医药学院。两
地联合能为成渝两地提供更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和科研支撑。

蔡其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的高校，都在合作，各有特点。
北京、天津、河北共同发布了《京津冀
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汇聚港
澳三地28所高校，打造“粤港澳一小时
学术圈”，打造珠三角的人才高地、教
育高地；长三角地区中的上海、江苏、
浙江于2005年即开始探索建立长三角
高校合作联盟，使长三角地区高校更
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所以成渝地区高校携手，最大的
好处就是可以整合资源，形成规模效
应，每个高校的实力也会更强大，更好
地满足百姓需求，为国家作出更大的
贡献。

商奎：成渝地区的高校融入成渝
双城经济圈建设，通过合作取得优势，
在融合中借势发展，对重庆和成都的
发展都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双区联
动”，两地高校增强技术创新动力，把
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联手成渝地
区高新区共同打造成渝科创走廊，推
动两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共享共用，
在融合中借势发展，共同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黄政：雄关漫道，事在人为。重庆
高校已有不少与四川高校实质性的合
作与进展。如重庆大学组建超瞬态物
理科学装置，推动中国西部科学城的
建设以及成渝地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
学发展等等。两地教育协同发展方向
明确，前景广阔。在既有工作的基础
上，我们将聚磅礴之力奋进，御改革之
风疾行，成渝地区的科技、高等教育将
站在新的起点，以新的担当，实现新的
作为。

共建西部科学城 融入长江教育创新带
川渝高校要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多方合作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市委五届八次全会强调，要强化“一盘棋”思想，树立一体
化理念，加强战略协同、规划衔接、政策沟通和工作联络，不断
深化川渝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

高校是人才聚集、科研成果产出的主要地方之一。如何

推动川渝地区的高校深入协同发展，共建西部科学城？5月6
日，本报邀请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
委主任黄政，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商奎，市
教科院院长蔡其勇，共同就此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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