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碚区蔡家智
慧新城中铁建西南绿色
智能建筑产业基地，轨道
交通24号线盾构隧道管
片开始试生产。

中铁建西南绿色智
能建筑产业基地是我市
首个综合性装配式建筑
产业化基地。基地采用
模块化生产建筑配件并
在施工现场进行拼装，把
传统的“工地作业”转移
到“工厂作业”，提高工程
施工效率、降低人工成
本、减少环境污染。
重庆日报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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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十
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
划》），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
划。《规划》明确提出，要在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等区域，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建设
生物经济先导区。

《规划》提出，发挥北京、上海、江
苏、广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
生物产业体系完备、科研基础扎实、医
疗资源丰富、国际化程度较高等优势，
集中力量组织实施重点产业专项提升
行动，先行先试改革举措，打造具有全

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生物经济创新极
和生物产业创新高地。

根据《规划》，重点任务包括大力
夯实生物经济创新基础、培育壮大生
物经济支柱产业、积极推进生物资源
保护利用、加快建设生物安全保障体
系、努力优化生物领域政策环境等5
项。其中，《规划》将生物医药作为生
物经济战略性产业。

记者梳理发现，重庆在相关领域
有基础、有部署。来自市经信委的数
据显示，2021年全市医药产业实现工
业产值同比增长11.9%，全市新注册医
药产品突破400个。

今年3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重庆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
措施》（下称《措施》），明确提出至“十
四五”末，全市医药产业规模达到2000
亿元，在研创新药物超过100个，5个
新药获批上市。打造“1+5+N”产业布
局体系，建成1个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区。

《措施》还提出了生物医药和数字
医疗器械两大重点发展方向，并明确将
重点打造以重庆国际生物城为核心的
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建设两
江新区、重庆高新区、长寿经开区、涪陵
区、大渡口区5个集聚发展产业基地。

“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生
物经济。”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
究中心秘书长、重庆大学教授姚树洁
表示，生物经济技术含量极高，需要集
中全国力量，发挥规模效应。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等区域具备人才、平台、创新
资源、先进技术等优势，未来可期。

姚树洁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区域内资源丰富，包括能源、环保、生物
技术、种植技术等，《规划》的出台从国
家政策层面提供了发展方向。重庆和
四川应借此机遇，更好地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日前，市政府办公厅
发布《重庆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下称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强化服
务供给和制度供给，集成人才、平台、
资本、项目等要素，力争到2025年全市
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万家以上，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9500家以
上，科创板上市企业达到10家以上。

据了解，2021年我市累计培育入
库科技型企业 36939 家，同比增长
40.1%；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108家，同比增长21%。

“《行动计划》从5个方面制定了
18条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我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升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市
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培育
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一批大型
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示范建设一批布
局科学、特色鲜明、整体协同的环大学
创新生态圈，支持高校师生创办一批
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创新发展路
径，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向高新技术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方向发展，支持
有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多层次资

本市场挂牌上市、获取融资。
在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方面，《行动计划》支持企业开展
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专利导航确定技
术研发路径，以“揭榜挂帅”“赛马”等
方式参与相关技术攻关科研项目。

在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方面，《行动计划》支持建设以
企业为主体的分布式中试熟化平台，为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提供中试熟
化服务。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成
果处置自主权，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
国有资产管理新模式，推动更多科技成
果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转移转化。

在强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源
要素保障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进一步
落实好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技术
开发及技术转让增值税免税、技术转让
企业所得税减免、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减征等政策。发挥重庆科创投集团作
用，推动科创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投早、
投小，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倾斜。

在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服务方面，《行动计划》提出搭建重庆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为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市场研究、战略咨
询等一站式服务。

发挥生物产业体系完备、科研基础扎实、医疗资源丰富、国际化程度较高等优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建生物经济先导区

重庆出台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推出18条举措，力争到2025年新培育这类企业1万家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