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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
西永微电园的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子
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电子科大重研
院”）就面向海内外发出“英雄帖”，招募
创业家、科学家、博士后。

自2020年9月运转以来，电子科大
重研院发展十分迅速，如今已拥有5个
国家级杰出人才领衔的科研团队，获批
为重庆市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未来将致力于打造西部地区
集成电路领域的科技创新高地、产业聚
集高地和人才储备高地。

电子科大重研院的成立，让该院常
务副院长唐鹤也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
活：每周工作时间，一半在成都，一半在
重庆，两地来回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共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务之
一。两年来，川渝间相向而行，科技创新

“一座城”加速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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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硬核科技力量加速集聚

在重庆高新区曾家镇，虎峰山下，虎
溪河旁，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一期
工程的建设现场格外火热。动工不到半
年的时间，这里已有3栋建筑拔地而起。

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由重庆市政府
与中科院携手打造，将聚焦大数据智能
化、生物医学、新材料、生态环境等方向，
重点建设面向产业创新、聚焦基础科学
前沿、培育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主
要定位的三类高水平研究平台。

“目前在建的3栋楼属于一期工程
一标段。”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陈烈均说，
一期工程建筑设计结合中科院数学、物
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6个学科领
域，以6栋塔楼组合布局，结合两栋展示
与会议中心，整体围合，形成“科学之
眼”。

这只“科学之眼”预计将于今年10
月整体亮相。率先入驻的汽车软件创新
研究平台，将以国家汽车产业独立自主
发展需求为导向，加快突破汽车软件原
始创新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建成国内
领跑、世界一流的汽车软件科研机构。

紧邻中科院重庆科学中心一期工程

的，还有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超瞬
态实验装置项目，其由重庆大学牵头建
设，预计2023年一期建成投用。

与此同时，300公里外的成都天府
新区，波光潋滟的兴隆湖畔，建筑楼顶硕
大的“天府实验室”牌子格外显眼。作为
天府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6
月和12月，天府兴隆湖实验室、天府永
兴实验室相继揭牌，分别聚焦电子信息、
碳中和展开布局和协同攻关。

2021年12月，国家川藏铁路技术
创新中心（成都）也在兴隆湖畔开工建
设。建成投用后，将突破川藏铁路科学
问题和技术难题，汇集各方资源打造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

被称作“硅立方”的成都超算中心，
算力已达10亿亿次／秒，跻身全球超算
前十。建成投运一年多来，不断探索“超
算+”创新应用，已为500多家用户提供
超算服务。

两年来，着眼于建设成渝综合性科
学中心，成渝地区加速集聚优势创新资
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实验
室、高能级创新平台已经投用或加速建
设，为成渝地区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硬核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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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科学城
40 个项目集中开

工，全部聚焦科技创新

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
学城，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明确的重大任务，也是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
近日发布的《重庆四川两省市贯彻落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联
合实施方案》，也进一步明确了西部科学
城建设的“施工图”。

实际上，回顾过去两年，西部科学城
建设一直在快马加鞭，一批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科创平台、重大项目加速布局。

2021年5月27日，重庆市·四川省
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21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
40个项目分别在西部（重庆）科学城、重
庆两江新区、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
（绵阳）科技城四地，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集中开工。

开工活动仅短短10分钟，但“含金
量”非常高——40个项目，总投资超千
亿元，全部聚焦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是集中
开工的项目之一，如今已建成投用，部署
落地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以及数值
计算、中医药大数据、智慧医疗等12个
实验室。其背后，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信息
管理系等10个院系强大的创新资源。

“今年，我们将孵化3家左右的科创
企业，将北京大学的原始创新成果与重
庆的产业链高效对接、深度融合。”北京
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王涛表
示。

云上创新小镇是重庆两江新区集中
开工的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占地面积约
417亩。该项目作为多个高校创新平台
物理载体，建成后，将入驻新加坡国立大
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科
研试验平台，紧扣“科创+产业”，打造创
新人才“向往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5月17日和
6月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党工委、管
委会，西部（成都）科学城党工委、管委会
相继成立，不仅是西部科学城发展的里
程碑，更标志着西部科学城建设进入新
阶段。

2021年12月17日，西部（重庆）科
学城管委会、西部（成都）科学城管委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重点从共建共享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协同开展核心技术
联合攻关、协同推进高校院所交流互动
等10个方面加强合作，加快形成“基础
科研—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发
展”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共建成渝科创走
廊，打造引领西部、辐射全国、面向全球
的“科学高峰”和“科技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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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
实验室与生产线

只有一墙之隔

在微电子产业领域，成都高校多、人
才多，在芯片设计上有优势，重庆芯片企
业密集，在芯片制造上有优势，两地“合
璧”，协同创新，能加快壮大成渝地区集
成电路产业的整体实力，做强“中国芯”。

正因如此，电子科大选择来到重庆，

落户西永微电园，让实验室与生产线只
有一墙之隔，抑或一条马路的距离。

目前，该院已与重庆声光电、西南集
成、联合微电子、华润微电子、吉芯科技
等多家重庆企业达成合作。“今年，我们
就有两款产品会进行量产。”唐鹤兴奋地
说。

与此同时，重庆市科技局与四川省
科技厅还联合实施重点研发项目，积极
探索科研资金跨省使用模式，共同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20年9月，东方红卫星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联合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启
动实施了“低轨卫星定位增强服务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如今，项目团队
已完成空间段试验星载荷的研制和地面
测试等工作，取得了低轨卫星与GNSS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改正信息精密电文
高速传输技术等系列阶段性成果。

这是川渝联合实施的首批重点研发
项目之一。当年，重庆市科技局与四川
省科技厅共同出资2000万元，聚焦人工
智能、大健康两个领域联合实施重点研
发项目。首批立项资助的项目共有15
项，其中重庆立项资助8项、四川立项资
助7项。不论是重庆还是四川的单位牵
头实施的项目，合作单位都有另一地的
相关单位参与。

2021年5月，重庆市科技局与四川
省科技厅再次启动川渝联合实施重点研
发项目，共同出资经费增至4000万元，
在人工智能、大健康项目的基础上，新增
生态环保、现代农业两个领域展开联合
攻关。而且，最终确定的16项资助项
目，单个项目的资助额度最高达到200
万元，实现了翻番。

此外，2021年新认定的重庆市重点
实验室中，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等
5个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由川渝共建。

为进一步加强重庆成都双核联动，
2021年12月17日，重庆市科技局与成
都市科技局又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今后，双方将共
同实施成渝科创合作计划，共同发布技
术需求，支持两地企业、高校院所组队申
报，进一步强化创新链产业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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