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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人
民政府网获悉，《重庆高新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发布。《纲要》提到，“十四五”期
间，重庆高新区要实现六大目标，其中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五年翻番，迈入千
亿级行列，综合排名进入国家高新区
20强。

《纲要》提到，到2025年，作为西部
（重庆）科学城（以下简称“科学城”）核
心载体的重庆高新区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5%，基本建成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目前，科学城创新空间格局正逐步

优化，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实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零的突
破”。《纲要》提出，到2025年，将建设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市级以上重点实
验室超过100家，每万家企业法人中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00家，逐步成为
构筑大平台、实施大项目、凝聚大团队、
促进大协作、产出大成果、孵化大产业
的集中承载地。

科学城现代化基础设施持续优化，
“六横六纵两环”路网体系加速构建，
“轨道上的科学城”建设稳步推进，城市
民生配套加速成型，优质公共服务实现
全覆盖、多层次布局。到2025年，开工
建设4条轨道交通，新建及改扩建11
所医院，新建26所公办中小学、幼儿

园，一批创新创业、科技交流、文化交
往、商业服务等功能载体建成投用，打
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纲要》提出，科学城要成为带动
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
动力源。“十四五”期间经济总量规模
明显壮大，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五年翻
番，迈入千亿级行列。现代产业体系
初步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
力明显增强，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市
前列。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命健康、绿色低碳、高技术服务产
业规模分别达到 3500 亿元、500 亿
元、500亿元、300亿元，综合排名进
入国家高新区20强。

此外，《纲要》提出，重庆高新区要

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到2025年，进
出口总额超过 4000 亿元，集聚世界
500强企业超过50家，初步打造成为
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
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动
发展的战略性枢纽支点。

到2035年，重庆高新区将全面建
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
心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综合性科学
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集聚成群；打造1-2个产值规
模超万亿的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全面建成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改革
开放先行区；全面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区。

重庆高新区“十四五”规划发布

地区生产总值五年翻番 迈入千亿级行列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市科技局获悉，
2021年，我市15个国家级和市级高新
区共引进重大科技产业项目投资超过
2600亿元，一大批高新技术成果迅速
转化为生产力，高新区对区域发展的示
范带动作用日益显现。

据介绍，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载体，我市高新区坚持以“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方向，充分发
挥体制机制创新的“破冰船”“先遣队”

“试验田”的作用，打造高新技术发展的
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开放高地、人才高
地，为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15个高新
区，其中包括重庆高新区、璧山高新区、
永川高新区、荣昌高新区4个国家级高
新区，以及11个市级高新区，2021年
共引进重大科技产业项目474个，总投
资2604亿元，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万
亿级。

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的
空间载体，2021年重庆高新区全面实
施“项目建设年”，聚焦科学主题“铸
魂”，加速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培育壮大
创新主体，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态势加
快形成。其中，高校院所和央企科创合
作项目落地3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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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合作项目投用，
集聚了一批高层次人才。通过实施“一
科三高”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形成阶梯
式发展路径，引导科技型企业成长为高
成长性科技企业、高能级领军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240家、1152家，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
23%、49%。2021年，重庆高新区直管
园实现GDP增长12.9%，增速居全市
第一。

荣昌高新区聚焦“农牧高新”，发展
具有农牧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从
产业发展、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成果转
化、创新人才等方面出台政策给予大力
支持。2021年，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落户荣昌，作为全国农业领域首个也
是重庆首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为构
建现代化生猪产业体系、实现生猪产业
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梁平、垫
江、黔江、秀山获批市级高新区，填补
了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
陵山区城镇群的高新区空白。以黔江
高新区为例，下一步，黔江高新区将启
动研发中心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通过实施市级高新区“以认促建”
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实现专业研发机
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95家以上、产值
670 亿元以上、研发投入强度占比
3.2%以上。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下一步，我市还将
继续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推动国家级高新区坚持

“高”和“新”发展定位，抢占未来科技和

产业发展制高点，推动国家高新区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实现引领发展；支持市级高新区
聚焦特色主导产业，注重与市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等协同创新，实施引领型
重大项目和新技术应用场景，发展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各具
特色的产业生态，实现提质发展。

去年我市15个高新区
引进重大科技产业项目投资超26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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