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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十四五”
将新建100个智能工厂700个数字化车间

2021智博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杨骏

在智博会推动下，重庆数字经济发展
已经驶入“快车道”。

目前，重庆数字经济取得哪些成绩和
亮点？接下来将如何发展？2021智博会
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市经信委主任陈
金山，市招商投资局局长周青，市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米本家，市科技局副局长陈
军，市委网信办副主任严兵，市中新项目
管理局副局长彭志明，市科协副主席龙晖
回答了记者提问。

全市累计实施 3485 个
智能化改造项目

记者：在推进“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建设方面，重庆取得了哪些成果？“十四
五”期间将采取哪些发展措施？

陈金山：“十三五”期间，我市实施了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把它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
重要路径。从目前来看，其成效体现在三
个方面：

“芯屏器核网”产业链基本构建有了
长足发展。比如集成电路产业，全市已形
成“设计-封装-制造”完整产业链，在大
数据智能化加持下，重庆的产业基础更加
坚实。

智能制造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截至上月底，全市累计
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 3485 个，建成智
能工厂105个，数字化车间574个，带动
企业运营成本、不良品率、能耗等大幅
下降。

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深入。比如5G
基站，目前全市已建成5.3万个，居全国前
列；“渝快办”融入了20个部门、51套系
统、426个办理事项；在全国率先实现县
级以上“数字城管”平台全覆盖。

进入“十四五”，我市仍将继续实施大
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战略，包括新建100
个智能工厂、700个数字化车间，在推动

“芯屏器核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狠抓企业智能化改造和加快
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另外，我市还将以高品质生活为导
向，持续提升“智慧名城”建设水平，包括
提高智慧政务水平，推动智能交通、智慧
城管等项目实施。

“重庆造”汽车软件成本
占汽车成本比重将达到20%

记者：结合当前汽车产业提出的“软
件定义汽车”发展理念，重庆汽车产业将
采取哪些发展措施？

周青：今年上半年，“重庆造”汽车产
量达到57万台，同比增长47%，比全国增
速高出23个百分点，单台汽车平均售价
10.5万元，同比增长近20%。其中，汽车
软件成本占汽车成本的比重为5%-8%，
保持在全国行业平均水平。

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行业发
展共识。汽车软件不仅涉及汽车的设计、
研发、制造等工序，还包括人工智能、智能
开发、芯片等方面，汽车软件成本占整车
成本的比重将逐渐提高。预计“十四五”
末，“重庆造”汽车软件成本占汽车成本的
比重将达到20%。

目前，重庆在自动化驾驶、车路协同、

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已积累先发优势，
将有效推动汽车软件开发，让“重庆造”汽
车更智能化，让驾乘人员体验更舒适，让
软件在汽车产业中得到更广泛应用。

重庆5G基站建设整体
规模列全国第6、西部第1

记者：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之一，目前重庆试验区建设情况如
何？

米本家：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目前重庆5G基站建设整体规模列全国
第6、西部第1；获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国家枢纽节点；获批国家级车联网先导
区，建成128公里示范高速道路和近百公
里示范城市道路；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17835个。

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全市“芯屏器
核网”加速补链成群，今年上半年全市数
字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增速达到
35.4%。

以智能化应用为重点，我市不断促进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包括建成6家国家级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和 28家市级产业基地，建成
200个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等。

我市还开展超大城市智慧治理，“渝
快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办件量
超过1.4亿件，累计推动44家智慧医院、
350所智慧校园、99个示范智慧旅游景区
示范建设。

另外，在国内外产业合作方面，包括在
中新国际数据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等方面，都融入了数字经济合作项目。

第一批市级人工智能重
点研发项目30项已经实施

记者：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之一，重庆试验区目前建设进
展如何？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陈军：重庆试验区目前的建设进展效
果体现在五个方面：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顺利，包括实
施了第一批市级人工智能重点研发项目
30项；设立川渝地区人工智能专项，分两

批支持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
造等领域项目19项；组织申报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重点专项8项。同时，一批关键
技术取得突破。

创新平台创建有力起步，如引进及建
立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等高端研
发平台，获批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5G基站
建设位于全国第一梯队；工业互联网顶级节
点服务西部6个省区，接入二级节点19个，
接入企业1353家；启动国际高性能计算中
心、两江水土国际数据港等新基建项目。

创新应用示范场景建设初显成
效，专题发布并推进城市大脑、智能工
厂等十大应用场景；礼嘉智慧公园新
增体验场景 30个、体验项目 80个；初
步建成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湖和
平台基础；在永川建成西部自动驾驶
开放测试基地。

社会实验探索有序推进，组织一批企
业及科研机构形成人脸识别技术隐私保
护和山地城市道路场景自动驾驶两套社
会实验方案。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优化人工智能创
新基础支撑，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
关，深化创新成果的融合应用，推动人工
智能政策法规试验。

全市行政村光纤网络和
4G信号全覆盖，互联网通村
入社率100%

记者：已经举办三届的智博会，对于
重庆智慧城市建设以及数字化惠民、便民
方面带来哪些变化？

严兵：通过举办智博会，让智能化、信
息化融入市民生活。

近年来，我市通过推动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数字经济成为重庆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

比如，在成渝双城数字经济圈建设方
面，两地数字合作签订共同发展协议200
余项；全市推进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试
点，覆盖市级单位300余家；建成智慧医
院44家、智慧小区191个、智能物业小区

545个；全市行政村实现光纤网络和4G
信号全覆盖，互联网通村入社率达到
100%，等等。

目前，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
乡村建设以及网络安全防护，我市正不断
强化智能化信息化惠民便民的实际效果。

51家新加坡企业及机构
将参加线上展览

记者：在疫情防控下，目前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如何深化推进？

彭志明：目前通过中新国际数据专用
通道，为中新双方高层会见、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联合实施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今年智博会期间，中新数据专用通
道也将发挥作用。届时，51家新加坡企
业及机构将参加智博会线上展览，并通
过数据通道举办双方企业的远程对接
交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重庆与新
加坡方面还建立了三个层级的常态化视
频沟通联络机制。今年内，重庆与新加坡
将举办新加坡在华知名企业重庆行活动，
拟邀请一批在华投资落户的新加坡企业
来渝，与区县及园区开展对接交流，争取
一批合作项目落地。

市科协将为推动全市数
字经济和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注入“科技因子”

记者：近年来在助推全市数字经济和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方面，市科协采取了哪
些举措？

龙晖：通过高站位借势整合资源、高
标准搭建创新平台、高水平举办学术论
坛、高质量打造工作品牌和高精度产出智
库成果，近年来市科协促进了我市大数据
智能化在领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成果
转化、人才培养和决策咨询等方面取得成
效。

接下来，科协系统将以智博会为契
机，以“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
以数字经济百人会为重点载体，为推动全
市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注入“科
技因子”。

8月15日，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实习生 杨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