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9日，重庆主城都市

区工作座谈会召开。主城都

市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双核”之一，范围扩大到了

21个区，目的是构建“多中心、

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

市群结构，带动整个重庆高质

量发展。其中，建设科技创新

策源地，是主城都市区的重要

目标。

目前，重庆正在举全市之

力、集全市之智，高起点高标

准规划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不断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

力，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科学城是

什么？怎么建？设定了什么

样的目标？围绕这些问题，5

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邀请

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

主任黄政，市科技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陈军，重庆高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肖

庆华三位嘉宾对科学城进行

解读。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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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是以产、学为前
提的高新技术应用转化基地

重庆日报：提起科学城，这可是今
年重庆的一个热词。如何认识西部（重
庆）科学城？参与科学城建设有什么重
要意义？

陈军：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我们开展了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前
期研究。从国内外科学城来看，其主要
凸显五大定位：一是以科学技术发源地
和新兴产业策源地为出发点，以担负国
家使命的综合性科学研究为根本，以基
础前沿技术研究为引领，注重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全创新链对
接融通，成为城市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的“智核”。二是以构建高效的创
新体系为关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产业
园，发展一批一流高校、一流院所、一流
企业，建设一批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
新主体的协作融通、创新链条的对接融
通，实现科技与产业融合、产业与科技
互动。三是以适应创新创业创造需要
为基本考虑，聚集新要素、发展新产业、
建设新城市，形成创新创业创造的大环
境和大平台。四是以“人”是最高的价
值为核心理念，突出智能化、绿色化、人
文化、国际化，打造国际创新人才向往
之地。五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根本保
障，管理明捷、政策简捷、落地快捷、服
务便捷，形成运行高效、充满活力的创
新生态环境。

肖庆华：科学城不同于我们平时理
解的园区概念，确切地说，“这座城”是

以产、学为前提的高新技术应用转化基
地。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我们将坚
持统筹谋划，凸显科学主题，举全市之
力、集全市之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
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不断增强协同创
新发展能力，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编制科学城规划，我
们的原则是要高起点高标准，布局高端
产业和科教要素，同时也将策划科学会
堂、科学大道、科学公园、科学城站等标
志性项目。

重庆科技创新“家底”厚实

重庆日报：既然是西部（重庆）科学
城，就要体现科学的元素。现在科学城

有什么家底？
黄政：高校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

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
点，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引领者。目前全
市共有普通高校65所，是我市科技创
新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科技
人才方面，全市高校科技活动人员
约2.4万人，其中两院院士14人，长
江学者、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
300余人；在科研平台方面，现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32个，省部级科

研平台300余个；在科研项目方面，去
年高校承担各级各类科技项目1.8万
余项，全年投入经费28亿元；在科技成
果方面，现在高校拥有专利2万余项，
去年高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各1项，省部级奖励150余项。
在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上，科学城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仅科学城核心区的14所
高校，创新资源就占全市高校的50%
以上。接下来，我们将在科学城核心
区14所高校外，另外增加13所高校
参与科学城建设，届时全市90%以
上的高校创新资源将汇集到科学
城，从而支撑建设有影响力的西部
科创中心。

陈军：这几年，我市在科技创新
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取得积极进展，奠
定了科学城建设基础。创新投入方面，
天使、风险三只政府引导基金参股组建
子基金84支、规模222.76亿元。预计
201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480亿元
左右、研发投入强度2.05%左右。创新
主体方面，培育科技型企业18432家、
高新技术企业3141家。创新基地方
面，有中央在渝和市属科研院所65家，
引进建设新型研发机构83个，建成市
级科技创新基地754家，特别是国家
级科技创新基地61家。创新人才方
面，全市共有R&D人员15.1万人，
国家级科技创新人才642人。创新
平台方面，建设以国家自创区、高新
区、农业科技园区、特色产业科技园
区、大学科技园为重点的创新园区体
系，特别是国家级高新区4家、市级高

新区7家。创新评价方面，2019年，我
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和区域创新
能力排名由全国第8位提升到第7位、
保持西部第一。

与成都“双区联动”“两城
互动”，推动以“一城多园”模
式共建西部科学城

重庆日报：目前，重庆正在举全市
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我们已经做了
哪些准备工作？

黄政：市教委主要做了三方面准备
工作：一是做好动员宣传。二是做好计
划编制。4月27日，高校行动计划报
告已编制完成。三是做好项目梳理。
根据各高校提交的行动计划报告，我们
梳理出120余个有强烈意向落户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科研机构。

陈军：去年以来，市科技局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提高政治
站位、战略站位，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
新生态，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科学城规
划建设坚实起步、良好开局。一是开展

科学城前期研究。二是编制科学城建
设规划。三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四
是建设环大学创新生态圈。五是组织
高校院所投入科学城建设。

肖庆华：在推动科学城建设坚实起
步方面，首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完成“10+4”大部门设置，今年1月1日
起全面独立运转，加快建立科学城一体
化建设发展机制；高起点高标准编制科
学城规划，布局高端产业和科教要素，
策划科学会堂、科学大道、科学公园、科
学城站等标志性项目，打造“科学之城、
创新高地”；同时，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布局，推动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
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国家重
点实验室1个，获批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建成市级以上创新平台161个，研
发经费支出占比4.8%，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41.2件。此外，引进中国电子
等项目148个、总投资额超1200亿元，
新签约正式合同项目落地率超70%，
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等165个项目
开工，联合微电子8吋中试线等65个
项目建成，SK海力士二期等43个项目
投运……

我们还加强与成都高新区“双区联
动”、与成都科学城“两城互动”，推动以

“一城多园”模式共建西部科学城。

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按
下科学城建设发展“快进键”

重庆日报：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西部
（重庆）科学城，我们有哪些具体举措？

黄政：市教委将从五方面助力建
设科学城。一是支持学校加快“双一
流”建设，夯实科学城高质量发展基
础，把科教资源向科学城建设需要的
学科专业集中，争取在一流大学、一流
学科建设上有新突破，发挥出高校对
科学城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二是通
过建设一流科研机构集群，培育科学
城创新发展永续动能。三是通过产学
研协同创新，引导高校把科技创新和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推进技
术攻关和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四是通
过强化人才引育，为科学城提供高水
平智力支撑。五是通过深化合作交
流，提升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参与国际
科技竞争合作的能力。

陈军：下一步，将在开展科学教学、
加强科学研究、深化科学实验、完善科
学设施、集聚科学机构、培育科技人才、
壮大科技企业、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
技交易、促进科技交流等方面发力，加
快推进科学城建设。

一是大力培育创新主体。二是加
快引育高端科学家团队。三是增强协
同创新发展能力。四是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五是扩大科技开放合
作。

肖庆华：下一步，我们将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按下科学城建设发展“快进
键”。

一是突显科学主题，带动主城都市
区提升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二是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带动主城都市区产业迈
向中高端。三是打造未来城市样板，带
动主城都市区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
四是扩大对外开放，带动主城都市区提
升内陆开放能级。

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科学城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张亦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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