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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着眼于弥补全市高端创新资源不足的“短板”，我市积极

推动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合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去年底，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重庆市引进科技创新资源行动计

划（2019—2022年）》，计划到2022年，累计引进100所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与我市开展合作。

6月3日和6月8日，重庆市政府先后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立足各方资源优势深化合作，助力西部（重庆）

科学城建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6月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交
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我市将与上海交通大学在战略决策咨
询、科技创新与合作、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人才交流与合作等多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推动重庆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培育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
产业支撑能力的协同创新平台

据悉，在战略决策咨询方面，上海
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
势，组织专家、学者为我市及重点区域
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城市建设规划、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及企业创新等提供决
策咨询、技术评估、技术诊断等服务。

在科技创新与合作方面，我市支
持上海交通大学在重庆建设上海交通
大学重庆研究院，支持上海交通大学
的科研平台在渝设立分中心，双方共
同组织申报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
科学计划项目，共同破解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技术难题。

上海交通大学将围绕智能硬件、
软件服务、物联网、新能源汽车、高端
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鼓励并
支持相关学院及专家联合我市各产业
聚集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骨干企业，
培育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产业支撑能
力的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等协同创新平台。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双方
将围绕重庆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领
域发展需求，推进上海交通大学科技
成果优先在渝实现转化和产业化，支
持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高标准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人才交流合作方面，上海交通
大学将为我市引进高端人才提供支
持，定期开展“院士专家重庆行”等活
动，每年推荐选派一批优秀青年教师
到我市相关单位开展帮扶工作，联合
我市重点企事业单位共建技术中心、
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工作站，为我市
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和紧缺优秀人才。

此外，双方还将在干部教育培训、
文化传承及创新合作方面展开合作。

总院+中心(基地)的模式
建设重庆研究院

签约现场，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
员会还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了共建上
海交通大学重庆研究院合作协议。

据悉，重庆研究院将采取总院+中
心（基地）的建设模式，结合我市发展方
向，重点围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领域，在重庆
布局建设高端研发平台、成果转化及产
业孵化基地，开展研究生培养、人才培
训等工作。当天下午，上海交通大学重
庆研究院在两江新区揭牌。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与我市在
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开展了多项合作，
包括共建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临近空间
创新研发中心，共同推动建设大科学
装置，合作申报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等科研项目30余项，共同举办全球科
学家重庆高峰会等。

去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临
近空间创新研发中心在两江新区揭牌
成立。该研发中心是依托上海交通大
学航空航天学院领先的科技成果及优
质的创新资源，在渝建设的国内首个以
临近空间技术为核心的联合研发基地，
将搭建临近空间浮空器、微小卫星、临
基发射三大研究中心。其研究方向涵
盖总体气动、结构、飞行管理、飞行控
制、环控、能源与推进和测控等领域，在
完成阶段性研究后，将以组建产业化实
体等方式实现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入上海交通
大学更多优质科教资源，将加快促进
我市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

6月3日，重庆市政府与清华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立足清华
大学科教资源优势深化合作，助力西
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加快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与清华大学在5个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

据悉，我市将与清华大学在战略
决策咨询、科技创新、“双一流”建设、
人才交流与合作、产学研协同5个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重庆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决策咨询方面，清华大学将充
分发挥智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重庆
重大专题研究，为我市科学制定重大
政策、规划、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在科技创新方面，共同开展以智
能化和生态文明为引领的科技创新，
推动共建联合科研平台，加强新兴产
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高水平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我市争取国家级重大科
技创新基地、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在助力重庆“双一流”建设方面，清
华大学将加强与我市高校合作，在学科
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等
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支持重庆在智能
技术与系统、宽带通信、先进电子与光
电子、可信软件与大数据、生物信息、应
用数学等领域的科研能力提升。

在人才交流与合作方面，我市将
大力支持清华大学优秀人才赴渝工
作，支持清华大学青年干部来重庆的
党政部门挂职任职，以及清华大学人
才在重庆实习实践。清华大学则将通
过短期培训、订单培养等方式，积极为
重庆培训业务骨干、管理人才和紧缺
优秀人才。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双方将重点

在智能化产业、生态环境产业、高端装
备、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加强合作，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助力重庆建设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打造高技术产业
集群。

当天，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还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紫光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积
极推动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我市启动新一轮引进科
技创新资源专项行动

“近年来，着眼于弥补全市高端创
新资源不足的‘短板’，按照‘引得来、
留得住、扎下根、发展好’的思路，我市
积极推动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开展合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2019年为例，我市引进了山东
大学等14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引进了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
研究中心）等7家科研院所，还引进了
华为集团、华润集团、中国普天等10家
企业研发机构。

据了解，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市和
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大力引进国际国
内创新资源，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去年底，市政府办
公厅发布了《重庆市引进科技创新资
源行动计划（2019—2022年）》，计划
到2022年，累计引进100所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与我市开展合作。

“按照这一行动纲领，我们也启动
了新一轮引进科技创新资源的专项行
动。”该负责人表示，在引进主体范围
上，除了引进知名院校，今后还将增加
世界500强企业及中央企业的科研机
构等创新资源；增加诺贝尔奖、图灵奖
等知名奖项得主，以及院士等高层次
人才牵头的创新团队在渝设立研发机
构、联合创新中心（基地）等创新平台，
以适应全市创新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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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华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司超净化车间，工作人员正在作业。该公司与
清华大学等高校联合研发大数据、手游、智慧城市等产品。 重庆日报通讯员 王京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