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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版04

重庆加快建设
“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高起点高标准
为科学城建设按下“快进键”

详见 版03

详见 版02

武隆科技馆奠基开工
将成为仙女山旅游的一张科普新名片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 周
尤）记者获悉，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四川
重庆两省市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
吁支持成渝地区共建西部科学城，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联名提案指出，成渝地区共建西部
科学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对于充分发挥成渝科技创新资
源优势，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辐射带动西部发展，支撑西部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

近年来，两地经济发展较好，科创
影响力和辐射力显著提升，科学城建设
初具规模，已具备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科创中心的现实基础，但也存在协同创
新机制不健全、创新要素聚集不充分、
基础科研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创新生
态有待进一步优化等短板和不足。

联名提案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一

是强化顶层设计，明确目标定位。把成
渝共建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编制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的重要内容，并
连同成渝地区共建西部科学城、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一并纳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体系安排。建议由相关部委牵头
编制《成渝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
案》，并上报国务院印发实施。在工作
推进机制方面，建立国家有关部委和川
渝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研究
解决合作共建中的重大问题，形成工作
合力。

二是明晰发展思路，突出协同创新
发展。指导成渝地区优化空间布局，突
出区域优势，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
建西部科学城，打造“成德眉资”同城化
和重庆创新极核，成渝高速沿线科技创
新走廊，包含“成德绵乐”和重庆沿江城
市的长江上游绿色创新发展带。同时支
持在成都兴隆湖、重庆金凤分别布局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布局建设大科
学装置和先进核能、网络空间安全、空天
技术、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等国家
实验室，支持建设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三是集聚创新要素，支持成渝地区
设立国家级高等教育改革示范区，引进
国内外知名高校设立分校，共建一流大
学、一流学科。支持中央驻成渝科研院
所管理改革，赋予中央驻成渝科研院所
更大的管理权限，支持在成渝地区深入
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改革。此外，建议国家制定人才计划
成渝地区清单，支持成渝地区共建海外
人才联合创新创业基地。

四是提升科技实力，加强技术攻关
协作。支持成渝地区建设一批国家级
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
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及重点实验室
等科创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建
共享中新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共

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试行自贸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打造“一带一路”离岸结算中心，发挥

“国际通道+保税”叠加优势，与沿线国
家加强交流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五是构建良好生态，合作共建“新
基建”。支持成渝地区共建“新基建”项
目，开展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6G试验
验证、超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及车联网
试点，实施全国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
（西部）工程。同时，打造一流软环境，
建议中央和两地共同出资组建协同科
创基金。支持成渝地区科技型企业赴
创业板注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
支持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在成
渝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支持成渝地
区实行西部地区与高科技企业税收叠
加优惠政策。支持成渝地区试行仪器
设备进出口通关便利和关税优惠政策。

（相关报道见03版）

川渝两省市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支持成渝地区共建西部科学城

西部（重庆）科学城应该如何建？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科
协主席潘复生认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应
在理清内涵、找准目标的基础上进行规划
建设。

“科学城的边界必须合理，一定要处
理好与高新区的关系、与城市发展的关
系。”在潘复生看来，科学城和高新区其他
区域虽都设有科研机构，但布局应各有侧
重，科学城重点布局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知
识创新科研机构，产业园区重点布局以技
术创新为主的科研机构。

潘复生表示，基础研究的累积性进步
和突破性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
性、决定性和长期性的影响。一座城市及
区域的创新发展，需要一个载体和平台来
具体承载和推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部
（重庆）科学城要以引领未来技术源头的
基础研究为方向，努力成为推动重庆及成
渝地区创新发展的主要策源地。

“纵观国内外的科学城，面积都不
大。”潘复生认为，科学城是人才聚集之
地，其硬件设施打造与城市其他区域应
有所不同，以满足高端科技人才的需求，
只有相关配套设施跟上了，才能留住人
才。

关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定位，他认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应打造成为面向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特色科学中心、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西部创新领航者。具体而言，
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从
国家层面争取在重庆（或成渝联动）布局
打造第四个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优先布局
一批国家一类创新平台，支持原有创新平
台整合提升，并在重大科研项目和资金上
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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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金凤镇风光。 重庆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