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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
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全会决议。

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提出的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好地支撑引领新时代重庆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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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

到2025年

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框架体系和核心功能。

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取得实质
性进展，使重庆加快成为更多重大科技
成果诞生地和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产业科技创新在全国有鲜明特色，大数
据智能化应用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以
上，现代化经济体系初步形成。

到2035年

力争整体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科技创
新第一方阵，科技实力和产业核心竞争
力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基本建成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领会落实六个重要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
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亲自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
求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视
察重庆时对重庆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上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领会落实六个重要要求：

一是 领会落实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
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
力的重要要求

二是 领会落实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重要要求

三是 领会落实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要求

四是 领会落实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要求

五是 领会落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
要要求

六是 领会落实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的重要要求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的意义和作用

去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第六次会议，提出使成渝地区成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11月，
中央下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作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四大战略定位
之一。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根据成渝地
区具体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有利于优化全国科技创新版图
■有利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有利于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支撑力量
■有利于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
■把大数据智能化作为科技创新的主方向
■把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

为主目标
■把产业科技创新作为主战场
■把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作为主平台
■把科技成果产生转化应用作为主抓手
■把优化创新生态作为主任务

进一步增强重庆科技创新的集聚度、活
跃度、开放度、贡献度、辐射度，努力在新一轮
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把握优势

综合分析，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重庆拥有相对的比较优势：

国家战略定位优势
特殊区位优势
产业基础优势
良好生态优势
大数据智能化先行优势

方向和路径

◆一是在要素集聚上着力

具有大量高端先进的创新要素资源
和平台设施，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基
础支撑。

◆二是在产业引领上着力

成为产业创新策源地，是科技创新
中心的重要标志。

◆三是在科技服务上着力

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建
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应有之义。

◆四是在创新生态上着力

良好的创新生态，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土
壤条件。

主攻领域三个聚焦

产业发展强化科技赋能

社会民生强化科技添彩

生态环保强化科技支撑

科技创新任务抓手

一是布局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构建实验
室体系，着力建设大科学装置，推进科研力量
优化配置，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速创新资源
汇聚，服务好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大局。

二是加快科创平台建设，丰富完善“一
城多园”模式，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高起点创
建广阳岛智创生态城，高质量推进特色产业
园区发展，高效率推动“一区两群”协同创
新，形成星罗棋布、众星拱月的创新发展新
格局。各区县要遵循创新规律，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着力打造本地科技进步和产业创
新的优势特色。

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
挥重点企业创新引领支撑作用，引进培育科
技型企业，加强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努力打
造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四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强化
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联结，促进产学研协同
创新，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让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五是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在聚集人才、激励
人才、服务人才上下更大功夫，持续优化近悦
远来的良好环境，让重庆成为各类人才向往
之地。

六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着力完善创新决策、创新
投入、权益分配、容错纠错等方面机制，破除
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
断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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