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小区里，竟然“藏着”一个“高
大上”的数字经济产业园。这样的事，
就发生在巴南区莲花街道云水苑小区。

今年，巴南区利用该小区1.8万平
方米闲置楼宇，打造了云水苑数字经济
产业园。自6月16日正式挂牌以来，
这里已入驻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互联网
行业等领域的数字经济企业10多家。

以存量楼宇为载体发展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产业），巴南
绝非个案。日前，重庆启动实施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利
用存量楼宇发展软件产业，加快形成
中心城区全域发展、中小软件企业“满
天星”发展态势，到2025年，使全市软
件产业发展整体水平进入全国“第一
梯队”。

随着“满天星”行动计划启动，重庆
软件产业的发展也进入了“2.0版”。

重点园区带动
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加快显现

7月12日晚上11点，位于南岸区
的重庆软件园D区（重庆数字文创产业
园），鳞次栉比的写字楼里依旧灯火通
明。

重庆软件园董事长杜婷婷介绍，该
园区于2019年9月开园，截至2022年
6月末，已建成核心载体面积50万平方
米，集聚软件企业3000多家，软件从业
人员达到3万人。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智
能化时代的基础产业。要做大做强软
件产业，打造优质产业载体是基础。重
庆软件园，正是重庆发展软件产业的重
要载体之一。

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打造全市软件产业集约发展的载
体，2020年至2021年，重庆陆续认定
了两江软件园、重庆软件园等4家综
合型市级软件园及重庆高新软件园等
3家特色型市级软件园。由此，重庆软
件产业初步形成了“综合型+特色型”
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到2021年末，全
市重点软件园区已建成产业载体面积
超700万平方米，2021年重点软件产
业园区（含部分未认定园区）收入超
2000 亿元，占全市软件业务收入的
80%以上。

在重点软件园区的带动下，重庆软
件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加快显现，产业规
模不断壮大。数据显示，2022年1-5
月，全市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934.8 亿
元，列全国第8位，同比增长16.5%；截
至2021年底，全市纳入运行监测统计
的软件企业超过2300家，其中，规上软
件企业超过400家，软件从业人员共计
超过22万人。

转变发展模式
存量楼宇将成发展“主阵地”

“尽管如此，相对于北京、深圳、上
海、南京、杭州等软件产业发达城市，重
庆软件产业无论在软件业务收入、从业
人员数量还是龙头企业数量方面，都存
在一定差距。”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
人坦言。

面对差距，如何奋起直追？重庆亮

出的解决方案是：实施“满天星”行动计
划。

日前，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
(2022—2025年)》，明确了“满天星”行
动计划的目标：到2025年，新增软件和
信息服务企业上万家，新增从业人员
20万人，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业务
收入1000亿元，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总产值达到5000亿元。

按照计划，中心城区各区（包括两
江新区、重庆经开区、重庆高新区，下
同）将利用存量楼宇加速集聚软件企业
和人才，打造一批集约化、特色化、现代
化软件产业集群。到2025年，实现使
用存量楼宇面积200万平方米。

目前，中心城区各区已经迅速行动
起来，成立了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统
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对各自辖区的存
量闲置楼宇进行全面摸底。来自市经
济信息委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
底，中心城区各区排查出适合发展软件
产业且政府可以收储的存量楼宇共计
近300万平方米。

后续，中心城区各区将建立存量楼
宇台账，出台利用存量楼宇发展软件产
业的配套措施，加快实施收储改造，打
造适合让中小软件企业入驻的楼宇载
体空间。

“今后，中心城区就是一个超大软
件园，而分散在中心城区各区的一栋栋
楼宇，就是汇聚在这个软件园并让其发
光的一颗颗‘星星’。”市经济信息委相
关负责人说，重庆正在将过去的“综合
型+特色型”产业园区发展模式，转变为
利用存量楼宇发展软件产业的新模式。

为啥要转变，新模式有何优势？其
一，可以实现存量楼宇资源集约化利
用，有效盘活存量楼宇。其二，软件产

业是楼宇经济，商业楼宇既有创新创业
气氛，又有品质生活气息，是发展软件
产业的好载体。

其三，新建软件产业园区存在可用
土地越来越少、建设周期长等问题。而
将存量楼宇改造成适合产业发展的载
体，可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快速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加快重庆追赶软件产业
发达城市的步伐。

狠抓人才引育
破除软件业发展最大瓶颈

不过，仅凭这些优势，还远不能实
现“满天星”行动计划确立的目标。如
果无法吸引来大量“凤凰”在这些存量
楼宇“筑巢”，一切都是空谈。

在杜婷婷看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
企业招人难的问题。她认为，人才是影
响软件企业是否到一个城市落地的最
重要因素，而重庆发展软件业面临的最
大瓶颈，恰恰是企业很难招到人才。

以重庆软件园为例，很多软件企业
在落户该园区前，都曾因担心招不到合
适的人才而举棋不定。为把这些企业
吸引过来，杜婷婷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人
脉资源，从国内外四处为企业找人才。

“不过，这种事做起来太难，能否做好取
决于运营团队的能力和资源。就整个
重庆而言，要解决软件企业的人才问
题，还得通过政策激励等措施打造对人
才有吸引力的生态环境。”她说。

“人才是发展软件产业的第一资
源。”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重庆将从引才、育才两方面入手，

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体系，着力营造有
利于人才聚集的“小气候”。

一方面，重庆将鼓励中心城区出台
落户购房、子女教育、社保医疗、一次性
奖励等专项人才政策，建立以软件和信
息服务人才年薪收入为标准的评价体
系，营造“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良
好人才环境；另一方面，将大力推进校
企合作、校地合作、产教融合，鼓励高校
联合科研院所、企业、培训机构等共同
加强高层次软件产业人才培养。

除了抓人才，重庆还准备了不少吸
引软件企业进驻的措施。如，将存量楼
宇改造成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空间，
并给予新入驻企业租金减免、购房装修
补助、网络通讯补助等优惠政策；推行

“一楼一策”精准招商，“抓大不放小”，
集中资源扶持一批软件产业细分领域

“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挂
牌上市企业，促进企业成群、产业成链；
引入专业化、职业化楼宇园区运营管理
团队，提升楼宇招商引资、企业服务、运
营管理等能力，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生
态；以场景应用育企业、带产业等。

目前，中心城区各区已行动起来。
如，两江新区正加快制定出台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发展专项政策，拟从减租免
租、技术研发创新、软件人才引育等方
面给予软件企业专项扶持；渝中区已草
拟了《渝中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满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
（征求意见稿）》，细化落实重庆“满天
星”行动计划的政策措施；巴南区拟出
台《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十条
政策》《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工
作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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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满天星”行动计划，以存量楼宇为“主阵地”，到2025年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重庆软件产业发展进入“2.0版”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满天星”行动计划2025年目标

资料来源：《重庆市软件产业“满
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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