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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访谈

重庆日报：要走好高质量发展之
路，重点要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
的一年，重庆有何新打算？

陈金山：总体上，将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

具体来说，我市将顺应全球产业
发展新趋势，加快培育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

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将重点
从研发、制造两个维度同步发力，补齐
行业基础研发能力、核心元器件、电子
材料等短板。

再如汽车产业，将顺应软件定义
汽车、芯片制造汽车、数据开发汽车等
行业趋势，强化车辆控制软件、车规级
芯片等技术的研发应用，突出发展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又如高端装备产业，将重点加快成
套化、精密化、智能化转型步伐，不断提
升总集成总承包能力、系统解决方案供
给能力；新材料产业则重点围绕基础材
料和高性能材料主攻方向，以完善材料
产业链条为抓手，做大做强高端有色合
金、高性能合成材料等产业。

此外，对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产
业，重庆也将推出系列新举措，推动高
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稳住工业“基本盘”，
“筑基强链”是关键。对此，重庆有何
新举措？

陈金山：我们将围绕“十四五”期
间重点发展的33条产业链，着力锻长
板、补短板，推动全市产业整体跃升。

比如，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图
谱”，全面梳理33条产业链上下游各环
节，找出弱项、短板，列出与全产业链
相对应的企业清单，明确产业发展的
着力点和线路图。

同时，根据产业链“图谱”，聚焦支

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核心基
础零部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工业基础
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
产业技术基础环节迫切需求，通过招
商引资和技术攻关两手发力，畅堵点、
补断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
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重庆日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在创新上，重庆工业如何发力？

陈金山：主要是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比如，建立多层次研发机构，构筑
以国家级和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独
立研发机构、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为
重点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深入实施
规模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倍增计划，不
断扩大有研发机构规模企业占比。

再如，在强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技
术供给和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深化研发合作，以及打造一批具有鲜
明产业特色的孵化载体等方面，重庆
均会有系列新动作。

重庆日报：近年来，重庆打造“智
造重镇”卓有成效。新的一年，有何新
动作？

陈金山：总体来说，就是持之以恒
推动智能制造，着力激发企业发展新
能效。

具体而言，将深化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模式和
企业形态加速变革；将加快推进数字
化装备普及、工业软件运用及企业上
云，继续实施一批智能化改造项目，建
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推动
更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同时，重庆将加快5G网络基站建
设，推动10个“5G+工业互联网”先导
应用项目建设；切实完善工业互联网

体系，实施十大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
工程，形成龙头平台引领、综合和专业
领域平台同步发展的格局。

重庆日报：要提升“重庆制造”的
竞争力，企业是关键。重庆如何推动
企业做大做强带动产业发展？

陈金山：我们将整合现有政策资
源，推动市场主体做优做强，培育一批
在细分行业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领军
企业，建立领军企业培育库。

比如围绕支柱重点产业和梳理确定
的33条产业链，每个支柱产业遴选2-3
家企业、每条产业链确定1-2家“链主”
企业，形成全市领军企业培育库。

同时，推动入库企业做强做大，制
定专项培育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集聚各类要素资源、集合开展帮扶服
务，以“一企一策”“一对一”“连续支
持”的方式，加快培育形成一批制造业
领军企业，进而带动全产业链企业同
步提升，实现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

重庆日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好
的营商环境。在这方面，有什么好做
法？

陈金山：一直以来，我们坚持问题
导向，以服务区县、服务园区、服务企
业为重点的“三服务”专项行动为着力
点，全力破解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难
点问题。

比如着力抓好“企业三上”和“成
本三降”：支持中小企业“上云”开展智
能化升级，加强培育引导促进一批企
业“上规”，帮助有条件企业“上市”；深
入开展“三降”行动，动态更新减负目
录清单，最大限度降低用能、物流、融
资成本，创优产业发展环境。

市经济信息委党组书记、主任陈金山：

持之以恒推动智能制造
激发企业发展新能效

重庆日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市
经信委日前发布消息称，2020年，全
市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增速达到
206.1%，居全国第一，有3家企业销售
额突破1亿元，同时全市芯片及液晶
面板的“芯”“屏”产业产值同比增速均
超过20%。

“当前，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已成
为我市产业链条中应用领域最广，渗
透范围最深的产业，支撑起全市2亿
台智能终端、6000万台笔电、3000万
台家电和200万辆汽车的生产项目。”
市经信委电子信息处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市将发展集成电
路产业放在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的
重要位置，通过“补链、强链、延链”，推
动以“芯”“屏”产业为支撑的半导体价

值链产业高地建设初见雏形。
据介绍，去年1月，我市印发《加快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提出加强企业培育、加速人才集聚等目
标任务；7月，《重庆市半导体产业发展
五年工作方案》出台，提出聚焦“功率半
导体芯片、存储芯片、模拟与数模混合
芯片、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芯片”四个发
展方向，瞄准柔性显示等前沿技术，补
齐集成电路设计短板，持续做大晶圆制
造规模，这一揽子扶持政策为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地集成电路企业在创新研发上
同样给力。去年5月，由重庆市政府与
中国电科集团共建的微电子中心在渝
发布“180nm全套硅光工艺PDK”，向
全球提供硅光芯片流片服务；10月，京

东方（重庆）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项目在
渝开工，提出力争5年内孵化超过100
个创新项目，培育50家高新技术企业，
壮大“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

另外，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不断推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去年10月，成渝
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战略合作签约暨深
化合作峰会举行，两地签约将共同推
动川渝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

市经信委表示，今年我市集成电
路产业将继续做好“畅链、补链、强
链”，在“功率半导体芯片、存储芯片、
模拟与数模混合芯片、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芯片”等四类产品创新方面取得
突破，提档升级产业链条。

2021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作为工业重镇，重

庆将如何立足新阶段、顺应

新形势，实现“工业稳”“工

业兴”？

1月 13日，市经济信

息委党组书记、主任陈金山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从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产业链

供应链优化升级、加速新旧

动能转换、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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