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江津区双福工业
园，重庆龙煜精密铜管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
忙碌。

江津区在企业创新发展
上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企业提
供创新发展资金扶持。2021
年以来，龙煜公司累计享受技
术改造提升、重大新产品研发
补助、技术创新示范、专利授
权资助等项目扶持资金180余
万元，加速了企业的创新研发
步伐。截至目前，该企业自主
研发了两项高能效内螺纹新
产品，有效减少了空调行业对
铜材的使用。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详见 版04

关键技术验证圆满完成！

中国空间站将于今年完成在轨建造

详见 版02
大力培养科学精神

详见 版03

植恩生物：
独创关键技术 制剂产品畅销全球
海扶医疗：
超声“无创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引领未来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主办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指导 重庆日报协办 重庆科技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0-0033 代号：77-9 网址：www.cqkjcx.com

今日 版

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总第513期16

农历壬寅年三月十九

社址：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3号科协大厦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011583 编辑部 63659839 记者部 63658858 新媒体部 63659853 副刊部 63658859 市场部 63659853 发行部 63658857 定价2.00元 主编：张珂 编辑：王晓军 版式总监：曹启斌 美编：黄景琳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未来几年，你将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大学城。近日，记者了
解到，根据《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环
大学城创新生态圈实施方案（2022-
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未来几
年，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建设环大学
城创新生态圈，打造立足成渝、面向西
部、辐射全国的未来产业动力源和战
略产品策源地，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强有力支撑。

根据《实施方案》明确的功能布
局，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将按照“关联
功能集中、专业空间集聚、土地高效利
用”空间布局原则，科学规划可建地
块，提升改造存量楼宇，在大学城塑造
科创园区、主题大厦和特色街区，构建

“一区一带N个小生态”空间格局。
其中，“一区”即大学城中央科创

核心区，“一带”即大学城科创经济带，
“N个小生态”即围绕重庆大学、陆军军

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科技学院、重
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和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等
高校形成的若干（N个）创新小生态。

在此基础上，科学城将加快实施

“科创平台强基、特色载体领航、创新
成果熟化、创新活力激发”四大工程共
14项重点任务，持续拓展“校—院—企
—地”合作深度和广度。

实施科创平台强基工程，包括加
快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优化重

组，鼓励高校充分发挥各自学科优势
基础，联合打造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智能装备研究院、重庆先进病理研
究院等一批前沿交叉研究平台。

实施特色载体领航工程，包括建设
集科技研发、创业孵化、商务办公、商贸
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学城中央科创核
心区，打造“校区—街区—园区—社区”
融通发展的大学城科创经济带，通过做
大做强重庆大学科学中心、深度挖掘重
庆师范大学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作
用、支持重庆医科大学体外诊断研究院
开展深度研发等，打造N个环校小生态。

实施创新成果熟化工程，包括加快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校地协同创新
与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联合区内外高等
院校及行业头部企业组建校地协同创
新联盟，重点推动各方在项目对接、技
术攻关、创新创业、科技服务、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等领域展开深度协作。

（下转02版）

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
““一区一带一区一带NN个小生态个小生态””空间格局空间格局

■■““一区一区””
大学城中央科创核心区大学城中央科创核心区

■■““一带一带””
大学城科创大学城科创
经济带经济带

●●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
●● 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
●●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科技学院
●●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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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陈星）日前，记者从市金融监
管局获悉，近年来，我市金融支持科技
创新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2月
底，金融机构已累计为近8000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超
137亿元。

据介绍，自2017年7月起，重庆在
全国率先启动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改革试点工作。试点中，合作

银行根据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价值信用
评价结果，在知识价值信用评价授信
额度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当
月执行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
科技型企业发放为期1年（含）以内的
信用贷款。

与此同时，我市还设立了风险补
偿基金，负责对科技型企业获得知识
价值信用贷款的逾期贷款本金按照与
合作银行约定比例先行提供代偿服

务，并对合作银行在单个试点区域发
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建立警示和熔断
机制，对科技型企业申请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提供应急转贷服务。

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底，我市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区县达30
多个，金融机构累计为7983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发放此类贷款137.15亿元，
缓解了科技型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与此同时，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服务，也是重庆金融行业支持科技
创新的一项重要探索。截至2021年
底，重庆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累计金额突破60亿
元，助力全市建成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示范城市15个，培育建设全国版权示
范园区2家、版权示范单位6家；2022
年1月，全市又新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1.48亿元，涉及专利49项。

重庆近8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超1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