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让科技创新
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 匡丽娜 申晓佳

5月 17日召开的市

委五届十次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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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召开对重

庆有何影响？重庆如何让

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能？5月18日，

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对

此次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

权威解读。
5月18日，中共重庆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五届十次全会精神。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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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资源如何更好集聚？
充分发挥引进创新资源带

动作用，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近年来，重庆盯紧抓牢大数据智能
化主方向，出台并实施引进科技创新资
源行动计划，筑巢引凤、近悦远来，资源
集聚成效明显。”市科技局党委书记、局
长许洪斌对我市集聚科技创新资源相关
情况，以及下一步部署安排进行了详细
介绍。

许洪斌说，我市已引进国内外科技
创新资源91家，其中：高校45家、科研
院所25家、大企业研究机构19家、顶尖
科学家团队2个。

建设了一批科研平台，其中：研发机
构59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4家、市级
重点实验室5家，孵化了科技型企业71
家。

集聚高层次人才超过1500名，其
中：院士团队14个、国家级人才69名、
海外人才188名。

开展了一批项目攻关，研发项目
547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120项，获
自主知识产权232项。

“针对全会提出的‘加快集聚用好
创新力量’，重庆将聚焦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主目标，
充分发挥引进创新资源的带动作用，
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许洪斌称，首
先是形成空间集聚的优势。下一步，西
部（重庆）科学城将突出科学主题、聚焦
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两江协同创新区
突出技术创新主题、重点建设产业创新
高地，联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
载区。深入实施“名校名院名所”引进
计划，形成科技创新的集聚效应和裂变
效应。

其次是形成科技为产业赋能的优
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提升
产业能级。下一步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补链成群、强强联合，在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组建
一批创新联合体，建设一批新型研发机
构，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产
生转化应用一批科技成果，形成产学研
用融通创新的新动能，打造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

第三，形成培育战略科技力量的优

势。下一步将落实好对重大项目、重大
平台“一事一议”的财政金融政策，进一
步引进资源，扩大开放合作，围绕“四个
面向”，打造一批“重庆实验室”，布局建
设若干国家实验室及国家实验室基地，
加快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种质创制大
科学中心、长江模拟器等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整合、提升、新建一批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智能制造、集成电路、轻金属、
工业大数据、病理学等领域建设一批国
家创新基地，为科技自立自强作出重庆
贡献。

财政金融如何发挥促进作用？
重庆“十四五”期间预计新

增研发经费1200亿元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
（下称：《政策》）是市委五届十次全会的
主要成果之一。发布会上，市财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封毅对《政策》亮点进行了
解读。他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市将通
过财税金融政策撬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新
增投入12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

“十四五”末将达到2.5%。
封毅介绍，《政策》共30条，可归纳

为4个关键词：加力、提效、精准、撬动。
加力，指加大三方投入，备足科研粮

草。科技创新投入，政府是引导、企业是
主体、金融是支撑，围绕构建多元化科技
创新投入体系，今年起，市级财政在5年
内，每年新增10亿元投入，预计5年共
带动区县新增财政投入150亿元，撬动
企业研发投入1000亿元。

提效，就是实施绩效管理，让钱花得
更值。《政策》明确奖补分类施策，前补
助类更注重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项目
攻关，后补助类更强调绩效结果的运
用。企业创新方面，今后的补助直接与
企业的研发费用挂钩，企业无需另行申
报项目，直接按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定比
例予以补助，研发投入越多政府的补助
就越多。

精准，则是集中财力攻关，推进重点
突破。《政策》紧扣战略新兴产业、关键

“卡脖子”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实施资
金与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配置。项目
方面，5年内将实施10个左右重大项
目，单个项目的最高支持额度可达3亿
元。基地方面，支持建设国家实验室、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引进培育高端研发机
构等。人才方面，对急需的顶尖人才及
团队，量身定制“一人一团一策”，让科研
人员安心做研究。

撬动，就是用好财政杠杆，破解融资
难题。《政策》注重财政金融联动，通过组
建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专
注初创期科技企业投资，吸引金融资本
和社会资本孵化培育科创企业。通过风
险补偿、再贴现、债券融资、上市挂牌奖
补等金融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加大
科技信贷投放，让更多金融活水流向科
技企业。

服务措施如何保障？
实施20条举措解科技工作

者后顾之忧

“重庆组织开展‘为科技工作者办实
事、助科技工作者作贡献’行动，共20条
举措，旨在让广大科技工作者既有‘成就
感’又有‘获得感’，激发他们科技报国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心无旁骛创新创造，为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建功立业。”发布会上，市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王合清围绕为科技工作
者办实事介绍了有关情况。

一方面市科协将用心用情为科技工
作者办实事。着力精准聚焦科技工作者
所思所想所盼所急，尽力为科技工作者
解除后顾之忧。

例如，在生活上，提出“解决好配偶
就业问题、子女入学问题、看病就医问
题”。比如，为高层次人才筹集公寓1万
套，为青年人才筹集保障性住房、公租房
6万套，定向配租。在工作上，提出“优
化知识产权服务、优化科研经费管理服
务、优化出入境服务、优化法律服务、优
化休假疗养服务”。同时，还提出“建立
联系服务机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直接
联系科技工作者，主动联系服务，解决实
际问题。

另一方面，聚识聚智助科技工作者
作贡献。着力打通一些制约科技工作者
创新创造的关键堵点，为科技工作者“松
绑加油”，让他们能够凝神创新、聚力发
展。

例如，在学习教育上，提出“举办科
技英才专题研修班”。在创新创造上，
提出“动态发布科技创新需求、成立科

技创新投资平台和成果转化基金”，支
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创造。在成长
成才上，提出“实施重庆科技人才启明
星专项、支持科技工作者申报表彰奖
励”。在放权松绑上，提出“全面建立
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赋予
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在
平台搭建上，提出“支持科技工作者参
加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支持一流科技社
团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在氛围营造
方面，提出“讲好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
造故事”。

为确保这些措施落到实处、收到实
效，市科协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督
办落实台账，健全宣传引导机制，进一步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把实事办到科技
工作者的心头上。

西部（重庆）科学城平台
优势如何发挥？
谋划实施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

重庆将如何利用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平台优势推进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
科学研究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发布会
上，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肖庆华介绍，西部（重庆）科学城将聚
焦科学主题，秉承科学精神，着力“铸魂”

“建城”“搭台”“筑巢”“引凤”，主要从三
个方面推进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科学
研究。

具体而言，在推动高校深度参与科
学城建设方面，将深入推动科学城和大
学城融合发展，统筹用好科学城综合资
源和大学城科教资源，共同论证筛选重
庆大学科学研究中心等重点合作项目
50个，已签约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
等项目27个，其中重庆医科大学国际体
外诊断研究院已投入使用。

下一步将用好校地合作会议制度，
加快推动校地合作项目，支持引导高校
聚焦前沿科学问题，建设交叉研究平台，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
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推动科
技创新工作走深走实。

在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将
着力增强科学城基础性研究的创新策源
能力，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
区。目前，我市首个大科学装置——超
瞬态实验装置已完成征地及清表工作，
预计下半年将开工建设；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一期项目计划今年9月投运；中
国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重庆中心已完成
事业单位注册，一期项目计划今年6月
底投运。

在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方
面，将围绕智能科技、低碳科技、生命科
技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具有牵引
性的重大项目，加大高水平科研院所
引育力度，加速建设中国检验检疫科
学研究院西南分院、北京大学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等科技创新项目，支持科
研机构和企业合作建设科技创新基
地。目前，科学城已集聚市级及以上
科研平台278个。同时，正在进一步优
化基础研究布局、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
投入体系、探索原创性课题研究长期支
持机制、构建科技创新人才全方位服务
体系，助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核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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