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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月25日，重庆高新区发布消息，2021
年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以下简称

“科学城核心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588.6亿元，与2020年同比增长
12.9%、增速居全市第一。

“科学城核心区突出‘高’‘新’特
点，持续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命健康、绿色低碳及智能制造、高技术
服务四大主导产业，交出了满意答卷。”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2021年科学城核心区规
上工业增加值与 2020 年同比增长
15.3%，规上高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
长27.5%。华润微电子12吋晶圆线和

封测基地等重点产业项目加速实施，实
施英业达等智能化改造项目66个，新
增隆鑫发动机等市级智能化工厂2个、
数字化车间7个。西永微电园作为中
西部地区集成电路产业高地，目前已初
步构建起了涵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
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吸引了SK海力
士、华润微电子、中国电科、西南集成等
一批知名集成电路企业集聚发展。

目前，科学城11个项目入选智能
化赋能示范项目；3项产品获评重庆市
重大新产品；市场主体达6.3万户；科
技型企业达112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240家；高成长性科技企业达7家，“专
精特新”企业达40家，一批“高”“新”产

业助力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2021年，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项目密集落地科学城核心区，金凤实验
室一期主体楼宇已完工、中科院重庆科
学中心开工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正在
加快建设。此外，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国
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已招募样本采集
人群近5万人；北大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及电子科大、北理工、西安电子科大重
庆研究院等14个合作项目投运。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4%、居全市
第一，两年平均增长23.1%。

此外，作为布局在基础研究领域的
一大载体——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
创制大科学中心也启动运行，该中心将

着力围绕种质资源发掘与保护、创制与
利用，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努力建成全国乃至全球种质创制大
平台。

在加大投资的同时，科学城核心区
将“科学”与“城市”高度融合，其城市功
能逐步完善，有效拉动区域消费。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2.3%，两
年平均增长11.6%。

在对外开放方面，2021年科学城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981
万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务
外包1132万美元；建成全国唯一快件
铁路进出口项目，打造形成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

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去年GDP实现588.6亿元
与 2020年同比增长 12.9%，增速全市第一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
筑）1月 25日，重庆生产力促进
中心、重报大数据研究院、重庆市
科学技术情报学会联合发布了
《重庆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1》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2020年，我市综合科技创新指数
达到72.61%，比上年提高0.88个
百分点，23个区县科技创新指数
有不同幅度提高。从《中国区域
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1》来看，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继续
保持全国第7位。

12个区县科技创
新指数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据悉，该《报告》是通过科技
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
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
进经济发展5个一级指标和研发
投入强度等17个二级指标，对我
市及38个区县创新水平进行分
析比较，是客观反映全市科技创
新发展水平和动态、科学引导区
县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参考。

《报告》按照全市综合科技创
新指数排名，将38个区县科技创
新发展水平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科技创新指数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72.61%的区县，共有
江北区、渝北区、九龙坡区等12个。

第二梯队是科技创新指数位
于30%-72.61%的区县，共有渝
中区、涪陵区、江津区等17个。

第三梯队是科技创新指数低
于30%的区县，共有武隆区、云
阳县、秀山县等9个。

“与上年相比，江北区、渝北
区、九龙坡区、北碚区、璧山区、南
岸区、巴南区、沙坪坝区、大渡口
区和永川区10个区县创新水平

仍位列第一梯队，长寿区和荣昌
区位次分别提升5位、3位，由第
二梯队跃升至第一梯队。”重庆生
产力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石柱县综合创新指数
由 上 年 的 28.96% 提 高 至
36.27%，从第三梯队提升至第二
梯队；第三梯队的区县中，秀山县
位次上升较快，上升4位排在第
32位。

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
山区城镇群进步很快

“从一级指标分别来看，总体
上主城都市区优势地位突出，但渝
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
陵山区城镇群进步很快。”重庆生
产力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科技创新环境指数评价来
看，2020年全市科技创新环境持
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指数为
82.46%，比上年提高3.28个百分
点。27个区县科技创新环境指
数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其中綦江
区、北碚区、沙坪坝区、巴南区等
增幅较高，最高为綦江区，提高了
18.71个百分点；秀山县、沙坪坝
区、合川区、綦江区等位次提升较
快，其中秀山县位次提升最快，提
升4位至第31位，其主要原因是
科技型企业数量大幅增长。

从科技创新投入指数评价来
看，2020年全市科技创新投入水
平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指数
为80.42%，比上年提高3.61个百
分点。

与上年相比，28个区县科技
创新投入指数有不同幅度的提
高，其中长寿区增幅最大，提高了
19.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万人
R&D人员数、R&D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财
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都稳步增
长，比如万名就业人员中R&D
人员数提高23人年，升至53.11
人年。

全市科技促进经
济 发 展 指 数 达 到
65.92%

从科技创新产出指数评价来
看，2020年全市科技创新产出水
平持续提升，科技创新产出指数
为65.94%，比上年提高1.36个百
分点。26个区县科技创新产出
指数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开州区、
合川区、长寿区等增幅较高，其中
最高为开州区，提高了22.75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开州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大幅增长。

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评价
来看，2020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化有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指
数为63.48%。13个区县高新技
术产业化指数有不同幅度的提
高，其中最高为垫江县，提高了
26.25个百分点。15个区县位次
发生较大变动，其中最大为荣昌
区，提升了16位至第4位，主要原
因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
出口额比重和万人高新技术企业
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大幅增长。

此外，从科技促进经济发展
指数评价来看，2020年全市科技
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科技促进经
济发展指数为65.92%，比上年提
高2.50个百分点。23个区县科
技促进经济发展指数有不同幅度
的提高，其中最高为巫溪县，提高
了12.17个百分点。

《重庆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1》发布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继 续 保 持 全 国 第 七

2020年重庆各区县综合科技创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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