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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开幕。17日，重庆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重庆
进入两会时间。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哪些科技
热点？提出了哪些建议？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科技创新

市人大代表、重庆五洲世纪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登权瞄准
科技创新成果保护的问题。

“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一是有利
于增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创新动力
和持续竞争力，二是有利于推动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徐
登权说，当前重庆部分创新主体对知识
产权相关专业知识缺乏了解，不清楚如
何申请知识产权，即便自身科技成果遭
遇侵权，也不知道如何维权。

为此，徐登权建议，加强知识产权相
关知识普及，提升科技创新主体的成果
保护意识。同时，强化数字技术在科技
成果保护中的应用，建设数字技术赋能
的知识产权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提高
专利审核服务、快速维权、保护协作等方
面的服务效率。

市政协委员、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郭毅军则十分关注科技创
新人才的问题。

“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他说，和
北京、上海、深圳等科技创新成果突出的
城市比较，重庆存在科技创新人才总量
不够、领军人才较少等问题。

他建议，重庆要加大力度自主培养
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作为科技创新的
主体，企业更要担负起人才培养的重
任。一方面，企业要争取更多的国家级、
市级科创基地，为员工提供更多创新实
践机会；另一方面，员工遇到创新难题，
企业要请行业专家来授课，为员工开展
技术培训，讲解行业前沿知识和技术原
理等。

同时，他认为重庆要积极引进更多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比如政府可搭建更
多的创新平台，给予重大科研成果丰厚
奖励，增强对领军人才的吸引力。

专精特新

市政协委员、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市
经济信息中心）院长（主任）易小光带来
提案，建议重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集聚发
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长期深耕细分
领域，专业化程度高、创新实力强、市场
占有率高、掌握核心技术，是民营经济中
的中小企业优秀代表和标杆。

易小光调研发现，近年来重庆民营
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规模以
上工业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市规模工业
58%的营收、69%的利税、70%的就业和
97%以上的市场主体，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面临着

产业结构转型困难、人才瓶颈制约、科技
创新能力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等难题。

易小光建议，以创建民营经济示范
城市为主要抓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集聚发
展。一方面，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保障
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从平等准
入、保障措施、权益保护、行政行为规范
等方面，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
场竞争。

另一方面，提升民营经济发展的智
库支撑能力，推动成立重庆市民营经济
研究中心、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
等智库机构，以年会、报告会、论坛、峰
会、讲座等多种形式，深入探讨重庆民营
企业发展的重大诉求和共性问题及对
策。

同时，重庆还可以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更多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附加
值产业、科技密集型产业，优化民营资本
投资结构，促进民营经济逐步向产业型、
科技型、外向型转变。

技能人才

市政协委员、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
任公司副董事长刘一提交提案，建议多
措并举增强制造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当前，招工难和留工难是阻碍重庆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之一。”刘一分
析，制造业吸引人才存在不少难题。

第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更愿意送

快递、跑外卖、开网约车等，因为其工作
时间自由、操作简单、兑现及时。而制造
业工作环境较差、强度大、时间长，导致
技能人才稳岗率低。第二，制造业企业
在高物价、高成本的情况下，提升技能人
才待遇力不从心，导致技能人才稳定性
不强。特别是企业原材料、能源消耗等
各项成本上升，税负及社保费用支出增
加，导致企业净利润减少，提升技能人才
待遇较缓，对技能人才吸引力减弱。第
三，在制造业领域，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
系和技能人才待遇没有强制性挂钩，导
致劳动者参与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积极
性不高。

为此，刘一建议，首先要为企业搭
建招人平台，提供招聘信息免费发布渠
道，给求职者提供对口的企业；加强与
劳动力富余地区政府、职业院校等联
系，为企业用工牵线搭桥，促进劳动力
有序流动。二是加大企业减负力度，扶
持企业健康发展，包括减轻企业的税费
负担，给予企业更多用工补贴等，让企
业在面对用工难问题时，有更强的承受
能力。三是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体系和技能人才激励措施，让制造
业领域的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享受
到和技能等级相匹配的精神激励和物
质激励。四是可考虑提高制造业从业
人员个税起征点，或出台制造业从业人
员个税减免政策，吸引更多年轻人和技
术人才加入。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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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政项目公开招投标，需要
提交投标保证金。以前，从事建筑施
工的重庆营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营兴实业）到重庆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投标，需要现金支付保证金，或者先
到银行开具纸质版保函，再将保函送
到交易中心现场，来来回回要花费大
量时间精力。但随着瀚华融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华担保）推出

电子投标保函，营兴实业只需 5分钟
就可在公司电脑上完成整个保函申
请、开具、递交流程。

瀚华担保董事长张国祥介绍，公司
已累计为营兴实业开具95笔保函，节约
了2094万元保证金。作为传统保函的
数字化产品，瀚华担保推出的电子保函
不仅推动了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还助
力了建筑业发展。

瀚华担保目前已与全国200多个
地级市以上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合
作，凡是在这些平台投标的企业，都可
以用瀚华担保的电子保函。自 2018
年推出以来，短短3年多时间，电子保
函已成为瀚华担保经营规模最大的业
务板块，累计成交总额超500亿元，服
务了全国 6万家中小微企业，让瀚华
担保成为全国电子保函经营规模最大

的担保公司。
瀚华担保的突飞猛进，只是我市利

用大数据智能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市大数据发展局深入实施
《重庆市数字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构建“五十百千万”数字产业发展体系，
包括举力培育5家以上数字经济上市企
业或独角兽企业，集中打造10个以上数
字经济产业园区，协同建设100个以上
研发创新平台，加快培育1000家以上高
成长型数字经济企业，加快培养10000
名以上高素质数字人才。2021年上半
年，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405亿元，
增速达19.9%。

重庆金融企业借大数据智能化加速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向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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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1 日，重医附一院
眼科学重庆市重点
实验室，科研人员
在工作中。

重庆日报记
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